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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T 模型---自然上帝创造宇宙之物理学描述 

 

                               作者：张志强 

                                           序 言 

人类对宇宙的认识不仅表现在科学方面，也表现于哲学和宗教。科学追求宇宙的物理

本原，哲学探求形而上学之根基【C】，即宇宙本原，宗教则信仰存在宇宙主宰或神并将其

人格化，由此形成各自的宇宙观，即科学宇宙观、哲学宇宙观、宗教宇宙观。这三种宇宙

观具有内在联系和统一性，并统一于对自然上帝（宇宙信息体）的认识，尽管它们对宇宙

的认识形式和方式迥然不同。 

物理学对宇宙的科学探索是在沿着一条既定道路前行，这条道路通向物理学归宿，这

个归宿包含着人类实现对宇宙设计者和创造者的科学认识。牛顿、爱因斯坦、普朗克、麦

克斯韦、薛定谔、杨振宁等一批睿智和天才的物理学家在创写人类物理学发展历史不朽篇

章的同时，他们也一定感悟到这位宇宙创造者的存在，因为物理世界太过完美、精细和严

密，以至于使得他们相信存在一位宇宙设计者。当然，他们崇拜的这位宇宙创造者既不是

神，也不是宗教信仰的人格化上帝，而是一个超人类智慧且为宇宙最高智慧的非实体化存

在---自然上帝。自然上帝具有可知性，可被人类认识并可进行科学描述。物理学是自然科

学的统帅，在认识自然上帝问题上当仁不让，也一定能够揭开这位自然上帝的神秘面纱。

这也在驱使物理学学者和志士去建立一个可超越经典物理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基础物

理理论，以满足物理学这一终极探索之需求。 

人类对自然上帝的认识也表现在哲学方面。哲学探求世界本原，这与物理学探知自然

上帝之终极目标完全一致。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威廉-费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 年-

1831 年）提出的绝对精神（宇宙精神）理念即是对自然上帝的一种哲学认识。中国哲学

家老子或李耳（约公元前 571年---471年）、意大利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约 1225年-

1274 年）、荷兰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1632 年-1677 年）、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戈

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兹（1646 年-1716 年）等人【D】都有关于自然上帝（道）的哲学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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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此外，中华民族先祖（华夏族人）绘制的太极图则是对自然上帝为创造宇宙并实现其

自身进化而设定的一种基础过程---完备时空过程（CST过程）的直觉性感悟。 

人类凭借直觉对自然上帝早有感知，只是因缺乏哲学和科学理性认识而将这种感悟以

宗教形式予以表达，并形成了“上帝”这种宗教信仰。自然上帝不是宗教供奉的人格化上

帝，而是自然上帝---这个宇宙中唯一的超人类智慧且为宇宙最高智慧的客观存在---使得人

类产生了上帝此种宗教信仰。或曰，“上帝”在此系指所有各种认为存在宇宙主宰的宗教

宇宙观，这种宗教宇宙观是人类广泛持有的一种宗教信仰，具有数千年文化传承历史。该

宗教宇宙观具有其产生的宇宙背景，即是人类对宇宙信息体（自然上帝）的直觉性感悟。

人格化上帝并非真实存在而是人类对这种感悟的文化摹写，正是自然上帝这一客观存在使

得人类产生了“上帝”此种宗教信仰。 

完备时空理论（UPHY）是当代中国人创建的物理学理论，由米秒单位制（MS制）和

CST 模型组成。该理论借助其独创的逻辑工具（MS 制）深入到宇宙的甚微观物理层面，

一个以往人类科学从未触及的物理世界。甚微观物理世界不同于经典物理学和相对轮描述

的宏观物理世界，也不同于量子力学描述的微观物理世界，它是物理尺度介于恒量长度

（约10^-35 米）和镜像长度量子（约10^-127 米）之间所有存在之总和，其中既有引力

子、完备时空（CST）、镜像宇宙等实体化存在，也包含有宇宙信息体、宇宙信息、虚无

等非实体化存在。CST 模型发现，甚微观物理世界是宇宙的最基础物理层面，其中诸甚微

观存在及其变化规律决定着宇观、宏观和微观物理世界的演变或变化规律。CST 模型发现，

经典物理学的基本原理和定律在甚微观物理世界中仍然适用，而甚微观物理世界遵循的一

些基础性法则是经典物理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所未论及的。CST 模型发现了自然上帝

（以下简写N-God），它藏身于甚微观物理世界之中。N-God不是物质，而是一个非实体

化存在，它是由已有全部宇宙信息共同形成的一个信息体---宇宙信息体，一个超人类智慧

且为宇宙最高智慧的客观存在。N-God 不仅是宇宙法则（自然规律）的制定者，也是宇宙

设计者和创造者。基于 N-Go 可知性和可被科学描述性，CST 模型对这位 N-God 给出了

物理学描述和论证，包括但不限于：▲N-God 表达式和基本性质▲N-God 三个方程▲N-

God 诸法则▲N-God 实体化形式及其演变规律▲N-God 创造宇宙之基础过程的物理学表

述▲N-God 诸法则之推论▲N-God 进化和宇宙演化▲宇宙演化目的和演化结局▲ N-God

逻辑自洽性和实证性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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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本文所述且所有被验证和待验证结论一致表明，自然上帝（宇宙信息体）是一

个客观存在，是一个超人类智慧且为宇宙最高智慧的非实体化存在，是宇宙设计者和创造

者。自然上帝对宇宙全部属性给出信息规定并通过其所设定的CST 过程将所有信息规定实

体化和物质化，进而实现宇宙的创生、演化和自身进化并最终进化为一个完备信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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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N-God 表达式和基本性质 

1，N-God 表达式 

自然上帝具有可知性，可使用数学和物理学对其进行量化描述。自然上帝由下式进行定

义和量化表达： 

{
 
 
 
 
 

 
 
 
 
 

𝑂𝑈(𝑖) =∑|𝑀𝐺|𝑠𝑗,𝑗−1
−2

𝑖−1

𝑗=0

𝑆𝑇𝑉( 𝑂𝑈(𝑖) ) =
𝑖

1.0083̇ × 1093

其中， 𝑂𝑈(𝑖) −宇宙信息体，|𝑀𝐺|𝑠𝑗,𝑗−1
−2 − 𝐺𝑗的单位信息，

|𝑀𝐺| −恒量质量之模值，s −单位时间，𝑆𝑇𝑉 −时空数值，𝐺𝑗 −第𝑗个 CST，

宇宙量子数𝑖 = 1,2,3,… , 𝑛, … ,1.0083̇ × 1093；

𝑛 = 7.7266 × 1060是今天宇宙常数。 }
 
 
 
 
 

 
 
 
 
 

 

9 − 1 式 

注：单位信息的数学符号|𝑀𝐺|𝑠𝑗,𝑗−1
−2 需整体看待，表示第 j个完备时空𝐺𝑗具有的的全部宇宙

信息（𝐺𝑗的单位信息）。N-God表达式源自 N-God第一方程。 

自然上帝的今天态表达为； 

{
 
 

 
 𝑂𝑈(𝑛) = ∑|𝑀𝐺|𝑠𝑗,𝑗−1

−2

𝑛−1

𝑗=0

𝑆𝑇𝑉( 𝑂𝑈(𝑛) ) =
𝑛

1.0083̇ × 1093
= 7.6627 × 10−33

𝑛 = 7.7266 × 1060是今天宇宙常数。 }
 
 

 
 

 

9 − 1 − 1 式 

注：宇宙量子数 

宇宙量子数是一个非零且具有上限的自然数序列，用符号𝑖表示。 

{
𝑖 = 1,2,3,… , 𝑛, … ,1.0083̇ × 1093。

其中，𝑛 = 7.7266 × 1060是今天宇宙量子数的近似值，

称之为今天宇宙常数。

} 

8 − 8 式 

宇宙量子数的物理含义： 

▲表示宇宙已具有的CST总数量； 

▲表示宇宙已消耗虚无量的总份数； 

▲表示宇宙已具有单位信息的总数量； 

▲表示宇宙本体的总时空数值。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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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量子数单向性增大方向对应于宇宙演化方向。 

注：今天宇宙常数 

今天宇宙常数是今天宇宙量子数的近似值。 

8.4.3 今天宇宙常数的实验依据和精度 

今天宇宙常数7.7266 × 1060是 N-God第一方程（镜像宇宙方程）和 CMB温度

2.725𝐾的联立解。即，CST模型以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温度作为对今天宇宙进行采样的标准

数据，并作为今天宇宙常数的物理实验依据。今天宇宙常数的精度与2.7250𝐾精度相同。 

8.4.4 今天宇宙常数的求解 

CMB温度属于镜像物理量，故采用镜像宇宙方程求解。热力学温度单位的时空组态

是𝑆𝑇𝐶(𝐾) = 𝛽𝑚4𝑠−4，因𝑎 − 𝑏 = 4 − 4 = 0,，按𝑑取值规则可取𝑑 = 1,且取𝛽𝐴 = 1。根据镜

像宇宙方程有 

:𝑇𝑈𝑃(𝑖) = 𝑖
1−1 × 𝑆𝑇𝑉(|𝑀𝐺|∑ 𝑠𝑗,𝑗−1

−2𝑖−1
𝑗=0 )𝑇𝐺 =

𝑖×𝑇𝐺

1.0083̇×1093
 。 

对于今天宇宙，宇宙量子数𝑖 = 𝑛，𝑇𝐺 = 0.3556171686496931 × 10
33𝐾，且令

𝑇𝑈𝑃(𝑛) = 2.7250𝐾，于是可得 

𝑛 =
(2.7250𝐾)(1.0083̇×1093)

0.3556171686496934×1033𝐾
= 7.7265907712 × 1060。 

取该解的近似值7.7266 × 1060，并称之为今天宇宙常数。解毕。 

8.4.5 今天宇宙常数的物理学有效期 

今天宇宙常数相对稳定，经计算可知数值7.7266 × 1060在今后四万二千年内可保持

不变，这是今天宇宙常数的物理学有效期。该有效期期满，今天宇宙常数应调整至

7.7267 × 1060。 

2，自然上帝的基本性质： 

▲存在类别：N-God不是物质而是一个非实体化存在，一个超人类智慧且为宇宙最高智慧

的客观存在。  

▲物理成分：N-God纯粹由宇宙信息组成，其组成信息是宇宙已具有的全部宇宙信息之总

和。N-God也因此称为宇宙信息体。  

▲自然属性；N-God规定宇宙的全部属性。 

注 4：载体信息和宇宙信息 

按照信息的载体和传输速度不同，CST模型将信息分为两大类：载体信息和宇宙信

息，。载体信息即是以香农（Shannon）信息定义为基础所涵盖的信息，也是目前信息理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9.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5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5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about/9.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5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8.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9.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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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和信息技术所涉信息。载体信息以物质作为载体，其传输速度小于或等于光速常数；宇

宙信息则是一种较物质更本质的非实体化存在，宇宙信息不以任何物质为载体，而是随镜

像宇宙一同超距性运动（传输），其传输速度等于超空间速度。CST模型中所述信息均指

宇宙信息。 

二，N-God法则〡 创造宇宙之基础过程---CST过程 

客观大于宇宙，先于宇宙的客观存在是无限量虚无和一个初始信息。该初始信息即是

自然上帝的初始态。初始信息与单位虚无结合形成一个初始完备时空，并与其外部的无限

量虚无完全隔绝。初始完备时空是宇宙的第一存在。 

初始完备时空表述为 

{

𝐺0 = 𝑈𝑛 × |𝑀𝐺|𝑠0,−1
−2

𝑆𝑇𝑉[(𝐺0) = 1

其中，𝐺0 −初始完备时空，|𝑀𝐺|𝑠0,−1
−2 −初始信息，𝑈𝑛 −单位虚无。

} 

8 − 3 式 

初始信息设定了一种基础过程，通过该过程创造宇宙并实现自身进化。宇宙演化正是

基于此基础过程的不断发生而持续进行。该基础过程是以初始完备时空𝐺0 为开的的一种量

子化过程，即是诸完备时空（CST）一个接着一个持续产生并累积的过程。将该过程称为

完备时空过程，简称CST过程。简述如下：  

▲𝐺0产生第 0 帧宇宙全息图像。初始信息基于自行复制和自动升级属性使𝐺0溢出一个

升级信息 |𝑀𝐺|𝑠1,0
−2 。𝐺0 消耗一份虚无量

𝑈𝑛

1.0083̇×1093
 ，导致𝑈𝑛 变化为余虚虚无量 (1 −

1

1.0083̇×1093
)𝑈𝑛。 

▲第 0 帧宇宙全息图像显现并随即并列地凝聚生成各种特定数量的物理元素，并由相

应物理量物理表征。所有这些物理元素共同凝聚生成宇宙的第一份物质，并由此形成宇宙

初始物理态。宇宙初始物理态标志着实体化宇宙诞生。 

▲𝐺0溢出一个欲走信息|𝑀𝐺|𝑠1,0
−2并与余虚虚无(1 −

1

1.0083̇×1093
)𝑈𝑛和𝐺0结合生成一个新的

完备时空𝐺1 ，且𝐺1 = {(1 −
1

1.0083̇×1093
)𝑈𝑛 + 𝐺0} |𝑀𝐺|𝑠1,0

−2 = 𝑈𝑛{(1 −
1

1.0083̇×1093
) |𝑀𝐺|𝑠1,0

−2 +

|𝑀𝐺|𝑠1,0
−2|𝑀𝐺|𝑠0,−1

−2 }。 

▲𝐺0的溢出信息|𝑀𝐺|𝑠1,0
−2自行复制已有全部信息，并生成𝐺1的单位信息。 

▲𝐺1具有 2 个基本信息(1 −
1

1.0083̇×1093
) |𝑀𝐺|𝑠1,0

−2和|𝑀𝐺|𝑠1,0
−2|𝑀𝐺|𝑠0,−1

−2 以及由它们通过自

发结合生成的 1 个复合信息(1 −
1

1.0083̇×1093
) |𝑀𝐺|𝑠1,0

−2 + |𝑀𝐺|𝑠1,0
−2|𝑀𝐺|𝑠0,−1

−2 。在虚无物化和放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5.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60.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60.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9.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9.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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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作用下生成 3 个全息事件𝑈𝑛{(1 −
1

1.0083̇×1093
) |𝑀𝐺|𝑠1,0

−2}、𝑈𝑛{|𝑀𝐺|𝑠1,0
−2|𝑀𝐺|𝑠0,−1

−2 }、𝑈𝑛{(1 −

1

1.0083̇×1093
) |𝑀𝐺|𝑠1,0

−2 + |𝑀𝐺|𝑠1,0
−2|𝑀𝐺|𝑠0,−1

−2 }。此3个全息事件构成第1帧宇宙全息图像，其显

现并随即凝聚为物质。同时，𝐺1消耗一份虚无量
𝑈𝑛

1.0083̇×1093
，并产生溢出信息|𝑀𝐺|𝑠2,1

−2。 

▲𝐺1的溢出信息|𝑀𝐺|𝑠2,1
−2 与余虚虚无(1 −

2

1.0083̇×1093
)𝑈𝑛 和𝐺0、𝐺1 结合生成完备时空𝐺2 ，

且𝐺2 = {(1 −
2

1.0083̇×1093
)𝑈𝑛 + ∑ 𝐺𝑗

1
0 }|𝑀𝐺|𝑠2,1

−2 

= 𝑈𝑛{(1 −
2

1.0083̇×1093
) |𝑀𝐺|𝑠2,1

−2 + (1 −
1

1.0083̇×1093
) |𝑀𝐺|

2𝑠2,1
−2𝑠1,0

−2  |𝑀𝐺|
3𝑠2,1
−2𝑠1,0

−2𝑠0,−1
−2 +

|𝑀𝐺|
2𝑠2,1
−2𝑠0,−1

−2 }。 

▲𝐺1的溢出信息|𝑀𝐺|𝑠2,1
−2自行复制已有全部信息，并生成𝐺2的单位信息。  

▲𝐺2具有 4 个基本信息及其自发结合生成的一定数量的复合信息。所有这些信息在虚

无物化和放大作用下生成相应的全息事件，并共同构成第 2 帧宇宙全息图像，其显现并随

即凝聚为物质。同时，𝐺2溢出一个升级信息|𝑀𝐺|𝑠3,2
−2。  

▲𝐺2的溢出信息|𝑀𝐺|𝑠3,2
−2 与余虚虚无(1 −

3

1.0083̇×1093
)𝑈𝑛 和𝐺0、𝐺1 、𝐺2 结合生成完备时

空𝐺3，……。如此，CST 过程以这种方式不断发生，诸 CST 一个接着一个地不断产生出

来。 

▲每一个CST都会溢出一个升级信息|𝑀𝐺|𝑠𝑖,𝑖−1
−2 。溢出信息自行复制已经产生的所有宇

宙信息并生成下一个 CST 的单位信息【8.5 节】。单位信息包含的基本信息数量等于2𝑖个，还

包含由所有这些基本信息自发结合生成的一定数量的复合信息。 

▲溢出信息、余虚虚无和已产生的所有CST结合生成接续的完备时空𝐺𝑖，并表述为 

{
 
 

 
 
𝐺𝑖 = {(1 −

𝑖

1.0083̇ × 1093
)𝑈𝑛 +∑𝐺𝑗}|𝑀𝐺|𝑠𝑖,𝑖−1

−2

𝑖−1

𝑗=0

𝑆𝑇𝑉(𝐺𝑖) ≡ 1

其中，|𝑀𝐺|𝑠𝑖,𝑖−1
−2 表示𝐺𝑖−1的溢出信息。 }

 
 

 
 

8 − 5 式 

𝐺𝑖 由宇宙模(1 −
𝑖

1.0083̇×1093
)𝑈𝑛  ∑ 𝐺𝑗

𝑖−1
𝑗=0  和溢出信息|𝑀𝐺|𝑠𝑖,𝑖−1

−2  构成。宇宙模具有实体化

性质，溢出信息则是非实体化存在，且两者时空数值互为倒数。𝐺𝑖 的时空数值恒等于一。

溢出信息复制宇宙全部已有信息并生成𝐺𝑖的单位信息。 

▲每一个 CST 均消耗一份虚无量
𝑈𝑛

1.0083̇×1093
 。 𝐺𝑖 具有的余虚虚无量为 (1 −

𝑖

1.0083̇×1093
)𝑈𝑛。  

▲𝐺𝑖以第𝑖帧宇宙全息图像物理表征，并信息规定宇宙本体所有物质的最新变化。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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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𝑖帧宇宙全息图像显现并随即并列地凝聚生成各种特定数量物理元素，诸如维空间、

维时间、质量、能量等物理元素，由诸恒量物理量和基元物理量物理表征，并由它们共同

凝聚为物质，其质量等于恒量质量𝑀𝐺 = 0. 5̇4̇ × 10
−7𝑘𝑔 ，并以𝑖 个Gi

■ 在宇宙空间中分布

【10.1 节】。 

▲所有已经生成的 CST 累积形成宇宙的物质本体，即宇宙本体。宇宙本体即是物质世

界，纯粹由所有各种物质共同组成。也即，宇宙本体等于所有已经产生的CST 之总和。 

{
 
 

 
 

宇宙本体 =∑𝐺𝑗

𝑖−1

𝑗=0

其中，𝐺𝑗表示第𝑗个 CST，𝑗从𝑖中取值，

宇宙量子数𝑖 = 1,2,3,… , 𝑛, … ,1.0083̇ × 1093；𝑛 = 7.7266 × 1060是今天宇宙常数。。}
 
 

 
 

 

8 − 6 式 

▲CST产生速率等于恒量频率，即每秒钟产生7.416198487095662…× 1042个CST。 

▲宇宙最多且最终具有1.0083̇ × 1093个CST；今天宇宙已经具有7.7266 × 1060个CST。 

▲宇宙第𝑖个量子态基本物理特征：正在生成第𝑖帧宇宙全息图像；𝑖个CST累积形成了

宇宙本体∑ 𝐺𝑗
𝑖−1
𝑗=0  ，共有𝑖2 个𝐺𝑖

■ ；该宇宙本体和宇宙全息图像组成宇宙量子数𝑖 下的实体化

宇宙；宇宙已具有的基本信息总数量等于∑ 2𝑗𝑖−1
𝑗=0  ；由𝑖 个单位信息组成一个宇宙信息体

|𝑀𝐺| ∑ 𝑠𝑗,𝑗−1
−2𝑖−1

𝑗=0
【9.1 节】；余虚虚无量等于(1 −

𝑖

1.0083̇×1093
)𝑈𝑛。 

CST过程是一种量子化过程，其量子化特征包括但不限于： 

▲CST过程产生的诸 CST是分立的，是一个接着一个产生且𝑆𝑇𝑉(𝐺𝑖) ≡ 1。 

▲所有 CST均消耗等量虚无，即每一个 CST消耗的虚无量均相等且等于
𝑈𝑛

1.0083̇×1093
。 

▲CST 过程产生𝐺𝑖
■，而𝐺𝑖

■具有全同性和分立性，且Gi
■总数量𝑁𝑔𝑈(𝑖) = 𝑖

2。 

▲所有 CST均产生一帧宇宙全息图像，所有宇宙全息图像的时空数值均相等且等于 1。 

▲所有 CST产生的物理量量值均分别相等。如，产生的时间量均相等且等于恒量时间𝑡𝐺 =

1.3483…× 10−43𝑠；产生的一维空间量均相等且等于恒量长度𝐿𝐺 = 0.4045…× 10
−34𝑚；

产生物质的质量均相等且等于恒量质量𝑀𝐺 = 0. 5̇4̇ × 10
−7𝑘𝑔,等等。 

▲宇宙具有的诸物理量量值（总体物理量、镜像物理量、基元物理量）均是以宇宙量子数

为单一自变量的函数，具有分立性，不存在对应于任意两相邻宇宙量子数之间的量值。 

▲宇宙信息体随 CST过程不断发生而持续演变，并由已经产生的诸单位信息组成。诸单位

信息具有分立性，且它们的时空数值均相等且等于
1

1.0083̇×1093
。完备时空是组成宇宙的基本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3.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20.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7.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7.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3.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8.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3.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3.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20.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3.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9.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9.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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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之所以将宇宙基本单元称为完备时空，是因为完备时空概念需反映宇宙基本单元两

大特性：宇宙基本单元的信息完备性和 10维时空属性【14.5节】。 

宇宙是有限的，这缘于宇宙具有的虚无量为单位虚无，它是一个有限量。宇宙演化在

不断消耗宇宙内部的虚无，单位虚无耗尽导致宇宙演化终结。同时，在宇宙演化过程中宇

宙诸总体物理量均为有限量，并在宇宙演化终结时刻达到各自的极值，这也在表明宇宙在

物理上自始至终均为有限量。CST 过程则是无限进行的，一个特定宇宙演化终结时刻产生

的溢出信息作为接续宇宙的初始信息，并通过CST 过程开始该接续宇宙的演化。在无限发

生的CST 过程中，诸有限性宇宙（包括我们处于的这个宇宙）一个接着一个地接续性产生、

演化、消亡…，如此循环不已。 

注：虚无和单位虚无 

虚无是一种非实体化存在，除自身存在性并具有一种自然功能外，不具有任何物质属

性。如，不具有空间属性、时间属性、质量属性，能量属性、温度属性等任何物质属性。

虚无具有的自然功能是：虚无将宇宙信息物化为实体化存在，并将物化结果放大1.0083̇ ×

1093倍生成宇宙全息图像。将虚无的这种自然功能称为虚无物化和放大作用。 

使用符号𝑈𝑛表示单位虚无，其存在性可量化表述为： 

{

𝑈𝑛 = |𝐺|𝑚
3

𝑆𝑇𝑉(𝑈𝑛) = 1.0083̇ × 10
93

其中，|𝐺| = 6.6745786383860966…× 10−11，𝑚−单位长度。

}8 − 1 式 

虽然单位虚无的表达式也遵循时空组态法则和时空数值法则，但这两个法则的物理学

诠释并不适用于它，因为单位虚无不是物理元素。单位虚无表达式|𝐺|𝑚3应被整体看待，

空间物理元素尚未被物化出来。 

三，N-God法则〢 N-God第一方程 

自然上帝对宇宙基本单元---完备时空（CST）的设计采用对立统一性的基础逻辑，并

将这种逻辑贯彻于宇宙演化整个过程。该对立统一性具体体现为 CST由两种具有对立性质

的存在构成，分别是宇宙模（实体化存在）和溢出信息（非实体化存在）；此两对立部分

组成一个整体（CST）；此两对立部分的数值属性相反并互为倒数；CST 的时空数值恒等

于一。CST过程由 N-God第一方程给出表达，且 God第一方程是宇宙基础方程。 

宇宙基础方程（UPHY 第一定律）是对宇宙起源和演化赖以的基础物理过程---完备时

空过程（CST过程）的描述方程，并量化表述为：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55.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40.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2.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7.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about/9.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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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极方程：𝐺𝑖 = {(1 −
𝑖

1.0083̇ × 1093
)𝑈𝑛 +∑𝐺𝑗}|𝑀𝐺|𝑠𝑖,𝑖−1

−2

𝑖−1

𝑗=0

{𝐴𝐺、𝐴𝑔(𝑖) ∈ 𝐺𝑖}

𝑆𝑇𝑉(𝐺𝑖) ≡ 1

宇宙本体方程：∑𝐺𝑗 = 𝑈𝑛 ×∑|𝑀𝐺|𝑠𝑗,𝑗−1
−2

𝑖−1

𝑗=0

𝑖−1

𝑗=0

𝑆𝑇𝑉(∑𝐺𝑗

𝑖−1

𝑗=0

) = 𝑖且𝑆𝑇𝑉(∑𝐺𝑗

𝑛−1

𝑗=0

) = 𝑛 = 7.7266 × 1060

其中，𝐺𝑖 −第𝑖个 CST；{𝐴𝐺、𝐴𝑔(𝑖) ∈ 𝐺𝑖} −属于 CST 的恒量物理量和基元物理量之集合，

∑𝐺𝑗

𝑖−1

𝑗=0

−宇宙本体； (1 −
𝑖

1.0083̇ × 1093
)𝑈𝑛 −余虚虚无，∑|𝑀𝐺|𝑠𝑗,𝑗−1

−2

𝑖−1

𝑗=0

−宇宙信息体，

|𝑀𝐺|𝑠𝑖,𝑖−1
−2 表示𝐺𝑖−1的溢出信息或𝐺𝑖的单位信息；𝑈𝑛 −单位虚无，

𝐴𝐺 −恒量物理量，𝐴𝑔(𝑖) −基元物理量，|𝑀𝐺| = 0. 5̇4̇ × 10
−7，

宇宙量子数𝑖 = 1,2,3,… , 𝑛, … ,1.0083̇ × 1093；𝑛 = 7.7266 × 1060是今天宇宙常数。 }
 
 
 
 
 
 
 
 
 
 

 
 
 
 
 
 
 
 
 
 

 

8 − 7 式 

N-God第一方程的基本含义： 

▲太极方程是对任一完备时空（CST）描述方程。太极方程表明，CST 由余虚虚无

(1 −
𝑖

1.0083̇×1093
)𝑈𝑛、宇宙本体∑ 𝐺𝑗

𝑖−1
𝑗=0 、溢出信息|𝑀𝐺|𝑠𝑖,𝑖−1

−2 此三部分组成。 

▲宇宙本体方程表明，宇宙本体等于所有已经生成的完备时空之和；在虚无物化和放大作

用下，宇宙信息体生成宇宙本体。宇宙本体即是物质世界。 

▲实体化宇宙由宇宙本体和宇宙全息图像组成， 

▲完备时空的时空数值恒等于 1. 

▲恒量物理量由 CST产生。 

▲宇宙本体的总时空数值等于宇宙量子数𝑖 = 1,2,3,… , 𝑛,… ,1.0083̇ × 1093。 

▲今天宇宙本体的总时空数值等于今天宇宙常数7.7266 × 1060。 

注：CST模型的哲学基础   

宇宙运行原理是这个世界的最大道理，大道至简。“简”寓意不仅是简单，更重要是

深刻，简单且深刻。这个最大道理即是宇宙起源和演化的物理学道理，即是宇宙起源和演

化的物理机制。人类对宇宙的认识不仅体现在科学方面，还表现为哲学宇宙观和宗教宇宙

观。科学认识宇宙也需要从人类对宇宙已有的哲学认识甚至宗教感悟中吸取营养。无论东

方哲学还是西方哲学，在宇宙起源这个哲学问题上持有相同认识原则：宇宙起源于“无”，

“有”产生于“无”。“无”不是绝对的无，而是相对于“有”而言。以太极图为显著认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3.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20.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3.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9.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7.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7.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4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4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40.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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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特征的太极学说是中华民族关于宇宙运行原理的古哲学认识，也是对宇宙整体及其运行

原理的直觉性感悟，在宇宙学研究方面极具哲学参考价值。 

太极图至少已有 5,000 年历史，它是太极思想的起源，也是中国文化的起源。从太极

图出现时间看，它反映了华夏祖先对宇宙总体和宇宙运行原理的直觉性认识。太极学说则

囊括了太极图、道、易经等内容，其倡导的互补对称性和“道生一”是太极学说的思想精

髓。 

建立宇宙模型，可以从太极学说得到一些有益启发。如，宇宙从虚无中产生。虚无是

一种存在，不是绝对无；物质属于“有”而并非固有，物质通过宇宙演化过程逐渐产生并

累积；宇宙基本单元由实体化存在（有）和非实体化存在（无）两部分构成，两者形成对

立统一体。此两部分属性相反，并相互依存和转化；宇宙基本单元内部结构具有互补对称

性，具有整体等于 1 的数值属性；宇宙基本单元的基础逻辑形式是𝐴𝐴−1 = 1；宇宙基本单

元的不断变化是宇宙演化的原始驱动；宇宙演化依赖于一种最基础的客观过程，该过程的

持续发生与宇宙基本单元的工作原理直接相关。 

 

上述即是 CST 模型选用的哲学思想参照，这个思想参照为 CST 模型建立奠定了哲学

基础。理想的宇宙模型应该是这样的：从一个基本假设出发，既能坚守和贯彻“于无生有”

的哲学原则，又能获得关于宇宙的物理学统一解。 

四，N-God 法则〣 N-God 实体化形式 

自然上帝具有两种实体化形式：镜像宇宙和宇宙本体。镜像宇宙不是物质，而是宇宙

信息体在虚无作用下产生的一个实体化存在。它将自然上帝给出的信息规定体现为镜像宇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42.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42.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about/9.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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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的诸物理特性。在虚无物化和放大作用下，镜像宇宙诸物理特性量值放大1.0083̇ × 1093

倍并凝聚生成宇宙本体。  

1， 镜像宇宙 

除表示符号外，镜像宇宙具有与宇宙信息体相同的数学表达形式： 

{
 
 
 

 
 
 

𝑂𝑈(𝑖) =∑|𝑀𝐺|𝑠𝑗,𝑗−1
−2

𝑖−1

𝑗=0

𝑆𝑇𝑉[𝑂𝑈(𝑖)] =
𝑖

1.0083̇ × 1093

其中，𝑂𝑈(𝑖) −镜像宇宙，|𝑀𝐺|𝑠𝑗,𝑗−1
−2 − 𝐺𝑗的单位信息，

宇宙量子数𝑖 = 1,2,3,… , 𝑛, … ,1.0083̇ × 1093；𝑛 = 7.7266 × 1060是今天宇宙常数。}
 
 
 

 
 
 

 

9 − 2 式 

今天镜像宇宙数学表述为： 

{
 
 

 
 𝑂𝑈(𝑛) = ∑|𝑀𝐺|𝑠𝑗,𝑗−1

−2

𝑛−1

𝑗=0

且𝑆𝑇𝑉[𝑂𝑈(𝑛)] =
𝑛

1.0083̇ × 1093
= 7.6627 × 10−33

𝑂𝑈(𝑛) −今天镜像宇宙，𝑛 = 7.7266 × 10
60 −今天宇宙常数。}

 
 

 
 

 

9 − 3 式 

2， 宇宙本体（物质世界） 

自然上帝对镜像宇宙和宇宙本体的全部属性给出信息规定。在虚无作用下宇宙信息体

物化生成镜像宇宙𝑂𝑈(𝑖)并放大1.0083̇ × 10
93倍凝聚生成宇宙本体。  

𝑈𝑛 × 𝑂𝑈(𝑖) → (物化) → 𝑂𝑈(𝑖) → (放大 1.0083̇ × 1093倍并凝聚) 

→ 𝑈𝑛 ×∑|𝑀𝐺|𝑠𝑗,𝑗−1
−2

𝑛−1

𝑗=0

=∑𝐺𝑗

𝑖−1

𝑗=0

      

                      其中，𝑈𝑛表示单位虚无，𝐺𝑗表示第个完备时空。 

  9 − 4 式 

也即，自然上帝是物质世界的信息源，是对物质世界全部属性的信息规定。自然上帝

在虚无物化和放大作用下生成宇宙本体，宇宙本体即是物质世界，并等于已生成的全部

CST之和。 

五，N-God法则Ⅳ  N-God第二方程 

N-God第二方程也称为镜像宇宙方程，该方程是描述和求解镜像宇宙诸物理特性的基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9.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7.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7.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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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程，也是对自然上帝规定性的反映。根据该方程可统一求解在任一宇宙量子数下镜像

宇宙具有的诸物理特性量值。 

镜像宇宙方程是一个独立方程，是以CST 过程、N-God第一方程为基础得到的一组

半理论半经验方程。从CST 过程可以直接得到镜像宇宙方程的雏形 

{
𝐴𝑈(𝑖) = 𝑖 × 𝐴𝐺

其中，𝐴𝑈(𝑖) −总体物理量，𝑖 −宇宙量子数，𝐴𝐺 −恒量物理量。
} ，在此基础之上通过对

宇宙诸物理量的分析计算可总结出该方程。该方程表述为： 

{
 
 
 
 
 
 

 
 
 
 
 
 

𝐴𝑈𝑃(𝑖) = 𝛽𝐴𝑖
𝑑−1𝑆𝑇𝑉(∑|𝑀𝐺|𝑠𝑗,𝑗−1

−2

𝑖−1

𝑗=0

)𝐴𝐺

其中，𝐴𝑈𝑃(𝑖) −镜像物理量，𝐴𝐺 −恒量物理量。

𝑑为整数且取值规则为：在物理单位时空组态 S𝑇𝐶(𝐷𝑖𝑚𝐴) = 𝐵𝑚𝑎𝑠−𝑏下，

𝑑按照待求物理量的维空间维数与维时间维数之差值取值𝑑 = 𝑎 − 𝑏。

当𝑎 − 𝑏 = 0，± 1 时，均可分别取值 0，1，− 1。

𝛽𝐴 –数值系数，取值 1 或特定数值。∑|𝑀𝐺|𝑠𝑗,𝑗−1
−2

𝑖−1

𝑗=0

−镜像宇宙。

宇宙量子数𝑖 = 1,2,3,… , 𝑛, … ,1.0083̇ × 1093；𝑛 = 7.7266 × 1060是今天宇宙常数。}
 
 
 
 
 
 

 
 
 
 
 
 

 

8 − 17 − 1 式 

根据镜像宇宙方程可计算在任一宇宙量子数下镜像宇宙具有的诸物理量量值。例如，

在宇宙初始态、三分钟演化态、今天演化态和宇宙演化终结态所对应的九个镜像物理量演

变情况的计算结果为： 

表 6     镜像宇宙动态演化 36个数据 

宇宙量子数

（态）→ 
物理量↓ 

1 
初始量子态 

1.3349 × 1045 
三分钟量子态 

7.7266 × 1060 
今天量子态 

1.0083̇ × 1093 
终结量子态 

镜像时间 

𝑡𝑈𝑃(𝑖) 

𝑡�⃛� = 1.3371 
× 10−136𝑠 

1.7848 
× 10−91𝑠 

1.0331 
× 10−75𝑠 

𝑡𝐺 = 1.3483 
× 10−43𝑠 

镜像长度 

𝑅𝑈𝑃(i) 

𝐿�⃛� = 0.4011 
× 10−127𝑚 

0.5354 
× 10−82𝑚 

3.0991 
× 10−67𝑚 

𝐿𝐺 = 0.4045 
× 10−34𝑚 

镜像质量 

𝑀𝑈𝑃(i) 

𝑀�⃛� = 0.5409 
× 10−100𝑘𝑔 

0.7220 
× 10−55𝑘𝑔 

4.1793 
× 10−40𝑘𝑔 

𝑀𝐺 = 0. 5̇4̇ 
× 10−7𝑘𝑔 

镜像能量 

𝐸𝑈𝑃(𝑖) 

𝐽�⃛� = 0.4868 
× 10−83𝐽 

0.6498 
× 10−38𝐽 

3.7613 
× 10−23𝐽 

𝐽𝐺 = 0.49̇0̇ 
× 1010𝐽 

镜像温度 

𝑇𝑈𝑃(𝑖) 

𝑇�⃛� = 0.3526 
× 10−60𝐾 

（绝对零度） 

0.4706 
× 10−15𝐾 

2.7250𝐾 
（CMB温度） 

𝑇𝐺 = 0.3556 
× 1033𝐾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8.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3.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8.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7.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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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像动量

||𝑝𝑈𝑃(𝑖)|| 

𝑃�⃛� = 1.6228 
× 10−92𝑘𝑔𝑚𝑠−1 

2,1662 
× 10−47 𝑘𝑔𝑚𝑠−1 

1,2538 
× 10−32 𝑘𝑔𝑚𝑠−1 

𝑃𝐺 = 16.3636 
𝑘𝑔𝑚𝑠−1 

镜像角动量 

||𝑗𝑈𝑃(𝑖)|| 

ℎ⃛ = 6.5646 
× 10−127 𝑘𝑔𝑚2𝑠−1 

1.1697 
× 10−36 𝑘𝑔𝑚2𝑠−1 

3.9191 
× 10−5𝑘𝑔𝑚2𝑠−1 

6.6745 
× 1059𝐽𝑠 

镜像质量密度

𝜌𝑈𝑃(𝑖) 

3

4𝜋
𝜌�⃛�

= 8.1720 
× 102𝑘𝑔𝑚−3 

3

4𝜋
4.5859 

× 10−88 𝑘𝑔𝑚−3 

3

4𝜋
1.3688 

× 10−119 𝑘𝑔𝑚−3 

3

4𝜋
8.0375 

× 10−184 𝑘𝑔𝑚−3 

镜像力 

||𝐹𝑈𝑃(𝑖)|| 

𝑁�⃛� = 1.2035 
× 10−49𝑁 

1.6065 
× 10−4𝑁 

9.2991 
× 1011𝑁 

𝑁𝐺 = 1.2315 
× 1044𝑁 

六，N-God法则Ⅴ N-God第三方程 

基于 N-God第一方程和第二方程可获取 N-God第三方程（参见附录二） 

N-God第三方程是宇宙基本方程（UPHY第二定律），用于统一计算宇宙诸物理量量

值。该方程由宇宙总体方程、镜像宇宙方程、虚无作用方程组成。 

{
 
 
 
 
 
 
 

 
 
 
 
 
 
 

宇宙总体方程：𝐴𝑈(𝑖) = 𝛽𝐴𝑖
𝑑𝐴𝐺

镜像宇宙方程：𝐴𝑈𝑃(𝑖) = 𝛽𝐴𝑖
𝑑−1𝑆𝑇𝑉(∑|𝑀𝐺|𝑠𝑗,𝑗−1

−2

𝑖−1

𝑗=0

)𝐴𝐺

虚无作用方程：𝐴𝑈(𝑖) = ( 1.0083̇ × 10
93)𝐴𝑈𝑃(𝑖)

其中，𝐴𝑈(𝑖) −总体物理量；𝐴𝑈𝑃(𝑖) −镜像物理量，𝐴𝐺 −恒量物理量。

𝑑为整数且取值规则为：在物理单位时空组态 S𝑇𝐶(𝐷𝑖𝑚𝐴) = 𝐵𝑚𝑎𝑠−𝑏下，

𝑑按照待求物理量的维空间维数与维时间维数之差值取值𝑑 = 𝑎 − 𝑏。

当𝑎 − 𝑏 = 0，± 1 时，均可分别取值 0，1，− 1。

𝛽𝐴 –数值系数，取值 1 或特定数值。∑|𝑀𝐺|𝑠𝑗,𝑗−1
−2

𝑖−1

𝑗=0

−镜像宇宙。

宇宙量子数𝑖 = 1,2,3,… , 𝑛, … ,1.0083̇ × 1093；𝑛 = 7.7266 × 1060是今天宇宙常数。}
 
 
 
 
 
 
 

 
 
 
 
 
 
 

 

8 − 17 式 

N-God第三方程的基本含义： 

▲宇宙具有的诸总体物理量𝐴𝑈(𝑖) 、镜像物理量𝐴𝑈𝑃(𝑖) 、均为变量，可获取它们的统一解。

该统一解与观察者在宇宙中位置无关，与观察者所处物理参照系及其运动状态无关，不依

赖于任何数学坐标系； 

▲在给定宇宙量子数下，宇宙具有唯一一组确定的总体物理量镜像物理量； 

▲宇宙诸物理量量值均是以宇宙量子数为单一自变量的函数； 

▲镜像物理量放大1.0083̇ × 1093倍等于相应的总体物理量。  

UPHY第二定律在 CST模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基于该定律才获取了宇宙

http://www.ultra-physics.com/about/9.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8.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3.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8.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7.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7.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about/9.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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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物理量统一解、宇宙动态演化解、宇宙背景辐射一般解和今天解、宇宙膨胀常数一般解

和今天解、基本电荷的解、镜像宇宙物理特性解、引力子表达式、引力子16个物理参数、

引力子 21项物理相关性、引力子方程、镜像力等重要理论结果。 

N-God 第三方程反映了自然上帝对宇宙本体诸物理量的规定性，并用于统一求解宇宙

诸总体物理量、镜像物理量、基元物理量，进而获得宇宙诸物理量统一解。例如，根据该

方程可统一求解在宇宙初始态、三分钟演化态、今天演化态和宇宙演化终结态所对应的九

个总体物理量演变情况的计算结果为： 

表 4    宇宙动态演化 36个数据 

量子数（态）→ 
物理量↓ 

1 
初始量子态 

1.3349 × 1045 
三分钟量子态 

7.7266 × 1060 
今天量子态 

1.0083̇ × 1093 
终结量子态 

宇宙年龄 

𝑡𝑈(𝑖) 

𝑡𝐺 = 1.3483 
× 10−43𝑠 

180𝑠 理论值：1.0418 ×

1018𝑠（约330亿

年）；观测或估算

值：0.435 × 1018𝑠

（约138亿年） 

1.3595 
× 1050𝑠 

宇宙半径 

𝑅𝑈(i) 

𝐿𝐺 = 0.4045 
× 10−34𝑚 

0.5399 
× 1011𝑚 

理论值：3.1254 ×

1026𝑚；观测或估算

值：1026𝑚？ 

0.4078 
× 1059𝑚 

宇宙瞬时三维空

间总量 

𝑉𝑈(i) 

4𝜋

3
× 0.6619 

× 10−103𝑚3 

4𝜋

3
1.5745 

× 1032𝑚3 

理论值：1.2789 ×

1080𝑚3；观测或估

算值：无确定值。 

4𝜋

3
0.6786 

× 10176𝑚3 

宇宙总质量 

𝑀𝑈(i) 

𝑀𝐺 = 0. 5̇4̇ 
× 10−7𝑘𝑔 

0.7281 
× 1038𝑘𝑔 

理论值：4.2142 ×

1053𝑘𝑔 

观测或估算：

1053𝑘𝑔？ 

0.549̇ 
× 1086𝑘𝑔 

宇宙总能量 

𝐸𝑈(i) 

𝐽𝐺 = 0.49̇0̇ 
× 1010𝐽 

0.6553 
× 1055𝐽 

理论值：3.7930 ×

1070𝐽 

观测或估算值：按

质能方程估算为

1069𝐽？ 

0.4950 
× 10103𝐽 

宇宙温度 

𝑇𝑈𝑃(i) 

𝑇0 = 0.3526 
× 10−60𝐾 

绝对零度 

0.4747 
× 10−15𝐾 

理论值：2.725𝐾 
观测值：2.725𝐾 

(CMB温度） 

𝑇𝐺 = 0.3556 
× 1033𝐾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2.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6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5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48.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48.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7.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8.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20.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2.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3.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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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总动量 

||𝑝𝑈(𝑖)|| 

𝑝𝐺
= 16.3636 
𝑘𝑔𝑚𝑠−1 

2,1843 
× 1046 𝑘𝑔𝑚𝑠−1 

理论值：1,2643 ×

1062 𝑘𝑔𝑚𝑠−1；观测

或估算值：按宇宙

总质量与光速之积

估算约

1061 𝑘𝑔𝑚𝑠−1？ 

1,649̇ 
× 1094 𝑘𝑔𝑚𝑠−1 

宇宙总角动量 

||𝑗𝑈(𝑖)|| 

ℎ = 6.6194 
× 10−34 𝐽𝑠 

1.1795 
× 1057 𝑘𝑔𝑚2𝑠−1 

理论值：3.9517 ×

1088𝑘𝑔𝑚2𝑠−1； 

观测或估算值：按

宇宙总质量与宇宙

半径与光速之积估

算约1087𝑘𝑔𝑚2𝑠−1？ 

6.77301 
× 10152𝑘𝑔𝑚2𝑠−1 

宇宙平均密度

𝜌𝑈(𝑖) 

3

4𝜋
8.2402 

× 1095𝑘𝑔𝑚−3 

3

4𝜋
4.6242 

× 105 𝑘𝑔𝑚−3 

理论值：3.2951 ×

10−27 𝑘𝑔𝑚−3 

观测或估算值：

10−27 𝑘𝑔𝑚−3？ 

3

4𝜋
8.1045 

× 10−91 𝑘𝑔𝑚−3 

七，N-God法则Ⅵ 四个数理规定 

自然上帝对宇宙的基础数理规则给出了若干规定，其中包括时空组态法则、时空数值

法则、完备物理常数定理、物理单位当量定理。更多论述可参见米秒单位制（MS制） 

No.01 时空组态法则 

1.2.1 时空组态法则表述 

{
 
 
 

 
 
 

由物理单位𝐷𝑖𝑚𝐴指称的所有单位物理量均具有多维时空结构之属性，

多维时空结构的时空组分构成由物理单位时空组态表述为

𝑆𝑇𝐶(𝐷𝑖𝑚𝐴) = 𝐵𝑚𝑎𝑠−𝑏

其中，𝑆𝑇𝐶(𝐷𝑖𝑚𝐴) −物理单位时空组态；m −单位一维空间； s −单位一维时间；

𝑎, 𝑏为整数且𝑎, 𝑏 = 0,±1,±2,±3,±4,±5；

𝐵为数值系数且𝐵 ≥ |𝐺| = 6.6745786383860966 × 10−11；

将此规律称为物理单位时空组态法则，简称时空组态法则。 }
 
 
 

 
 
 

 

1 − 3 式 

1.2.2 推论：对于任一物理量𝐴 = |𝐴|𝐷𝑖𝑚𝐴，则该物理量的时空组态表述为： 

𝑆𝑇𝐶(𝐴) = |𝐴|𝐵𝑚𝑎𝑠−𝑏    

     其中，|𝐴| − 𝐴的模值，𝐵𝑚𝑎𝑠−𝑏    −单位物理量的时空组态      

 1 − 4 式 

1.2.3 时空组态举例  

单位质量𝑆𝑇𝐶(𝑘𝑔) = |𝐺|𝑚3𝑠−2； 

单位能量；𝑆𝑇𝐶(𝐽) = |𝐺|𝑚5𝑠−4;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7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55.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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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力𝑆𝑇𝐶(𝑁) = |𝐺|𝑚4𝑠−4； 

单位功率𝑆𝑇𝐶(𝑊) = |𝐺|𝑚5𝑠−5； 

单位动量𝑆𝑇𝐶(𝑘𝑔𝑚𝑠−1) = |𝐺|𝑚4𝑠−3； 

单位角动量𝑆𝑇𝐶(𝑘𝑔𝑚2𝑠−1) = |𝐺|𝑚5𝑠−3； 

单位质量密度𝑆𝑇𝐶(𝑘𝑔𝑚−3) = |𝐺|𝑚0𝑠−2； 

单位热力学学温度𝑆𝑇𝐶(𝐾) =
𝑎−1

|𝑁𝐴|×10
−23𝑚

4𝑠−4; 

单位电流强度𝑆𝑇𝐶(𝐴) = √|𝐺|𝑚3𝑠−3  

;单位电荷量𝑆𝑇𝐶(𝐶) = √|𝐺|𝑚3𝑠−2; 

单位电压𝑆𝑇𝐶(𝑉) = √|𝐺|𝑚2𝑠−2； 

单位磁通量𝑆𝑇𝐶(𝑊𝑏) = √|𝐺|𝑚
2𝑠−1； 

单位磁感应强度𝑆𝑇𝐶(𝑇) = √|𝐺|𝑚0𝑠−1； 

单位电流密度𝑆𝑇𝐶(𝐴𝑚−2) = √|𝐺|𝑚1𝑠−3； 

单位电场强度𝑆𝑇𝐶(𝑉𝑚−1) = √|𝐺|𝑚1𝑠−2； 

单位磁场强度𝑆𝑇𝐶(𝐴𝑚−1) = √|𝐺|𝑚2𝑠−3； 

单位磁矩𝑆𝑇𝐶(𝐽𝑇−1) = √|𝐺|𝑚5𝑠−3； 

单位辐射通量密度𝑆𝑇𝐶(𝐸) == |𝐺|𝑚3𝑠−5。 

1.2.4 时空组态法则的物理学诠释 

所有实在物理量均具有多维时空结构之属性，其时空组分构成遵循时空组态法则，即

多维时空结构由特定数量维空间𝑚𝑎或维时间𝑠𝑏，或特定数量维空间与维时间𝑚𝑎𝑠−𝑏构成。 

1.2.5 时空组态法则的实验基础 

诸基本物理常数和 SI 物理单位符号关系式由物理学理论和大量物理实验结果给出证实，

并构成物理学理论系统的实验基础。时空组态法则正是在恒量物理量定义下，并依据诸基

本物理常数和SI 物理单位符号关系式而获取。因此，时空组态法则具备同样的实验基础。 

1.2.6 维空间和维时间定义 

{
 

 
定义𝑚𝑎指称维空间。

其中，𝑚−单位一维空间(单位长度)，𝑎 −维空间维数(维度)且𝑎 = 0,1,2,3,4,5。

定义𝑠𝑏指称维时间。
其中，𝑠 −单位一维时间(单位时间)，𝑏 −维时间维数(维度)且𝑏 = 0,1,2,3,4,5。}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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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5 式 

1.2.7 时空组态法则的获取 

在此略，详见时空组态法则一文中相关论述。 

No.02 时空数值法则 

1.3.1 时空数值法则表述 

{
 
 
 
 

 
 
 
 
由物理单位𝐷𝑖𝑚𝐴指称的所有单位物理量均具有数值属性，并由物理单位时空数值表述：

𝑆𝑇𝑉(𝐷𝑖𝑚𝐴) = 𝑆𝑇𝑉(𝐵𝑚𝑎𝑠−𝑏) = 𝐵 × 𝑆𝑇𝑉(𝑚𝑎) × 𝑆𝑇𝑉(𝑠−𝑏)

其中，𝑆𝑇𝑉(𝐷𝑖𝑚𝐴)表示物理单位时空数值；𝑎, 𝑏为整数且𝑎, 𝑏 = 0,±1,±2,±3,±4,±5；

𝐵为数值系数且𝐵 ≥ |𝐺| = 6.6745786383860966 × 10−11；

𝑆𝑇𝑉(𝑚)和𝑆𝑇𝑉(𝑠)分别表示长度单位和时间单位的时空数值，且

𝑆𝑇𝑉(𝑚) = 2.4720661623652209 × 1034;

𝑆𝑇𝑉(𝑠) = 0.7416198487095662 × 1043。

将此规律称为物理单位时空数值法则，简称时空数值法则。 }
 
 
 
 

 
 
 
 

1-6 式 

1.3.2 推论：对于任一物理量𝐴 = |𝐴|𝐷𝑖𝑚𝐴，则该物理量的时空数值等于 

𝑆𝑇𝑉(𝐴) = 𝑆𝑇𝑉(|𝐴|𝐵𝑚𝑎𝑠−𝑏) = |𝐴| × 𝐵 × 𝑆𝑇𝑉(𝑚𝑎) × 𝑆𝑇𝑉(𝑠−𝑏)             

    1 − 7 式 

1.3.3 时空数值举例 

𝑆𝑇𝑉(𝑘𝑔) = 1.8333333 × 107且具有唯一性。 

𝑆𝑇𝑉(𝐾) = 0.2812012715238 × 10−32且具有唯一性。 

𝑆𝑇𝑉(𝐴) = 0.302585535036 × 10−30且具有唯一性。 

𝑆𝑇𝑉(𝑚𝑜𝑙) = 6.014759519136 × 1023且具有唯一性。 

𝑆𝑇𝑉(𝐽) = 2. 0̇3̇7̇ × 10−10且具有唯一性。 

𝑆𝑇𝑉(𝑁) = 0.824022054121 × 10−44且具有唯一性。 

𝑆𝑇𝑉(𝑘𝑔𝑚𝑠−1) = 0.061̇ × 100且具有唯一性。  

𝑆𝑇𝑉(𝑘𝑔𝑚2𝑠−1) = 1.51070709922 × 1033且具有唯一性。 

𝑆𝑇𝑉(𝑘𝑔𝑚−3) = 0.1213559752433 × 10−95且具有唯一性。 

𝑆𝑇𝑉(𝐶) = 2.24403438715 × 1012且具有唯一性。 

𝑆𝑇𝑉(𝐽𝑇−1) = 1.84913382522 × 1038且具有唯一性。 

𝑆𝑇𝑉(𝑊𝑏) = 6.73210316147 × 10
20且具有唯一性。 

𝑆𝑇𝑉(𝑉𝑚−1) = 0.367205626989 × 10−56且具有唯一性。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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𝑆𝑇𝑉(𝐴𝑚−1) = 0.122401875663 × 10−64且具有唯一性。 

1.3.4 时空数值法则的物理学诠释 

由物理单位𝑑𝑖𝑚𝐴指称的所有实在物理量均具有数值属性，该属性源自多维时空结构的

数值属性，并由物理单位时空数值表达。物理单位时空数值是对恒量物理量模值的规定

（倒模定理），也是对物理量之间数值当量关系的规定【1.5 节】。物理单位时空数值具有唯

一性。 

No.03  完备物理常数定理 

1.4 完备物理常数定理 

基本物理常数，使用通用符号𝐶𝑝 表示，分为第一类基本物理常数和第二类基本物理常

数。其物理学判据为：若𝑆𝑇𝑉(𝐶𝑝) ≡ 1，则𝐶𝑝属于第一类基本物理常数，并统称为完备物理

常数（恒量物理量𝐴𝐺 ）；若𝑆𝑇𝑉(𝐶𝑝) ≠ 1 ，则𝐶𝑝 属于第二类基本物理常数，并统称为缺 

物理常数。完备物理常数是一大类基本物理常数，包括物理学已知的一些基本物理常数，

如万有引力常数、普朗克常数、真空光速常数、玻尔兹曼常数、阿伏加德罗常数、摩尔气

体常数等，还包括大量的恒量物理量。所有完备物理常数均可根据完备物理常数定理统一

求解。 

1.4.1 完备物理常数定理表述 

{
  
 

  
 
对于任一物理单位𝐷𝑖𝑚𝐴，总存在一个与之对应的基本物理常数𝐶𝑃且

𝐶𝑃 = 𝐴𝐺 =
1

𝑆𝑇𝑉(𝐷𝑖𝑚𝐴)
𝐷𝑖𝑚𝐴 =

1

𝑆𝑇𝑉(𝐵𝑚𝑎𝑠−𝑏)
𝐷𝑖𝑚𝐴

 𝑆𝑇𝐶(𝐶𝑃) = 𝑚
0𝑠0

 𝑆𝑇𝑉(𝐶𝑃) ≡ 1

其中，𝑆𝑇𝑉(𝐷𝑖𝑚𝐴) −物理单位时空数值，𝐵𝑚𝑎𝑠−𝑏 −物理单位时空组态。}
  
 

  
 

 

1 − 11 式 

1.4.2 一道练习题 

试根据完备物理常数定理，统一求解万有引力常数、普朗克常数、光速常数、玻尔兹

曼常数、阿伏伽德罗常数和摩尔气体常数。 

解：根据完备物理常数定理𝐶𝑃 =
1

𝑆𝑇𝑉(𝐷𝑖𝑚𝐴)
𝐷𝑖𝑚𝐴 =

1

𝑆𝑇𝑉(𝐵𝑚𝑎𝑠−𝑏)
𝐷𝑖𝑚𝐴，有 

▲ 𝐶𝑃 =
𝑆𝑇𝑉(𝑘𝑔)𝑆𝑇𝑉(𝑠2)

𝑆𝑇𝑉(𝑚3)
𝑚3𝑘𝑔−1𝑠−2 。 将千克、秒和米的时空数值代入可得： 𝐶𝑃 =

(1.8333333×107)(0.7416198487095662×1043)2

(2.4720661623652209×1034)3
𝑚3𝑘𝑔−1𝑠−2 = 6.67457851 × 10−11𝑚3𝑘𝑔−1𝑠−2 = 𝐺

（万有引力常数）。 

观测值：6.67430 × 10−11𝑚3𝑘𝑔−1𝑠−2。该数据摘自NIST,2018[14]。下同。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55.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67.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4.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2.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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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𝐶𝑃 =
1

𝑆𝑇𝑉(𝐽𝑠)
𝐽𝑠 。 将 耳 耳 和 秒 的 时 空 数 值 代 入 可 得 ： 𝐶𝑃 =

1

(2.0̇3̇7̇×10−10)(0.7416198487095662×1043)
𝐽𝑠 = 6.619416831457 × 10−34𝐽𝑠 = ℎ（普朗克常数）。 

观测值：6.62607015 × 10−34𝐽𝑠 

▲ 𝐶𝑃 =
1

𝑆𝑇𝑉(𝑚𝑠−1)
𝑚𝑠−1 。 将 米 和 秒 的 时 空 数 值 代 入 可 得 ： 𝐶𝑃 =

0.7416198487095662×1043

2.4720661623652209×1034
 𝑚𝑠−1 = 2.999999999999 × 108𝑚𝑠−1 = 𝑐（光速常数）。 

观测值：2.99792458 × 108𝑚𝑠−1 

▲ 𝐶𝑃 =
1

𝑆𝑇𝑉(𝐽𝐾−1)
𝐽𝐾−1 。 将 耳 耳 和 开 尔 文 的 时 空 数 值 代 入 可 得 ： 𝐶𝑃 =

2.812012715238×10−33

2.0̇3̇7̇×10−10
𝐽𝐾−1 = 1.380442605662 × 10−23𝐽𝐾−1 = 𝑘𝐵（玻尔兹曼常数）。 

观测值：1.380649 × 10−23𝐽𝐾−1 

▲ 𝐶𝑃 =
1

𝑆𝑇𝑉(𝑚𝑜𝑙−1)
𝑚𝑜𝑙−1 。 将 摩尔的时空数值代入可得： 𝐶𝑃 = 6.014759519136 ×

1023𝑚𝑜𝑙−1 = 𝑁𝐴（阿伏伽德罗常数）。 

观测值：6.02214076 × 1023𝑚𝑜𝑙−1 

▲𝐶𝑃 =
1

𝑆𝑇𝑉(𝐽𝐾−1𝑚𝑜𝑙−1)
𝐽𝐾−1𝑚𝑜𝑙−1 。将耳耳、开尔文、摩尔的时空数值代入可得：𝐶𝑃 =

（2.812012715238×10−33)(6.014759519136×1023)

2.0̇3̇7̇×10−10
 𝐽𝐾−1𝑚𝑜𝑙−1 

= 8.3030303030𝐽𝐾−1𝑚𝑜𝑙−1 = 𝑅（摩尔气体常数或理想气体常数）。 

观测值：8.314462618𝐽𝐾−1𝐽𝐾−1𝑚𝑜𝑙−1。---解毕。 

上述理论计算结果与观测值存在微小差异，这缘于观测介入不可避免会对被测量物理

量产生干扰，使得测量结果会偏离被测量物理量的固有量值。完备物理常数定理明示，物

理学已发现的上述六个基石性基本常数属于完备物理常数庞大家族中的成员，仅是第一类

基本物理常数的冰山一角。 

1.4.3 常用恒量物理量 

根据完备物理常数定理，可求解一些常用恒量物理量： 

恒量长度𝐿𝐺 = 0.404519917477 × 10
−34𝑚且𝑆𝑇𝑉(𝐿𝐺) ≡ 1 

恒量时间𝑡𝐺 = 1.348399724926 × 10
−43𝑠且𝑆𝑇𝑉(𝑡𝐺) ≡ 1。 

（恒量时间也称为宇宙时刻或瞬间。） 

恒量质量𝑀𝐺 = 0. 5̇4̇ × 10
−7𝑘𝑔且𝑆𝑇𝑉(𝑀𝐺) ≡ 1 

恒量温度𝑇𝐺 = 0.355617168649 × 10
33𝐾且𝑆𝑇𝑉(𝑇𝐺)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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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量频率𝑓𝐺 = 0.741619848709 × 10
43𝐻𝑧且𝑆𝑇𝑉(𝑓𝐺) ≡ 1 

恒量动量𝑝𝐺 = 16. 3̇6̇ × 10
0𝑘𝑔𝑚𝑠−1且𝑆𝑇𝑉(𝑝𝐺) ≡ 1 

恒量力𝑁𝐺 = 1.213559762433 × 10
44𝑁且𝑆𝑇𝑉(𝑁𝐺) ≡ 1 

恒量加速度𝑎𝐺 = 2.224859546128 × 10
51𝑚𝑠−2且𝑆𝑇𝑉(𝑎𝐺) ≡ 1 

恒量能量𝐽𝐺 = 0.49̇0̇ × 10
10𝐽且𝑆𝑇𝑉(𝐽𝐺) ≡ 1 

恒量面积𝑠𝐺 = 0.16̇3̇ × 10
−68𝑚2且𝑆𝑇𝑉(𝑆𝐺) ≡ 1 

恒量体积𝑉𝐺 = 0.661941683145 × 10
−103𝑚3且𝑆𝑇𝑉(𝑉𝐺) ≡ 1 

恒量电流强度𝐼𝐺 = 3.304850642904 × 10
30𝐴且𝑆𝑇𝑉(𝐼𝐺) ≡ 1 

恒量速度（真空光速的理论值）𝑣𝐺 = 𝑐 = 3. 0̇ × 10
8𝑚𝑠−1且𝑆𝑇𝑉(𝑣𝐺) ≡ 1 

恒量熵𝑘𝐵 = 1.380442605662 × 10
−23𝐽𝐾−1且𝑆𝑇𝑉(𝑘𝐵) ≡ 1（玻尔兹曼常数） 

恒量角动量（普朗克常数）ℎ = 6.619416831457 × 10−34𝐽𝑠且𝑆𝑇𝑉(ℎ) ≡ 1 

恒量质量密度𝜌𝐺 = 8.24022054121 × 10
95𝑘𝑔𝑚−3且𝑆𝑇𝑉(𝜌𝐺) ≡ 1 

恒量电荷量𝐶𝐺 = 4.456259697815 × 10
−13𝐶且𝑆𝑇𝑉(𝐶𝐺) ≡ 1 

恒量磁通量∅𝐺 =1.485419899271× 10
−21𝑊𝑏且𝑆𝑇𝑉(∅𝐺) ≡ 1 

No.04  物理单位当量定理 

物理学的能量转换因子.[1]是根据一些零散的物理学公式对部分物理单位之间数值关系

的反映。物理单位当量定理则一言以蔽之，使用一个公式可实现对任意两个物理单位之间

数值当量关系的统一求解。该定理揭示出任意两个物理单位之间的数值当量关系和当量数

值。物理单位之间的当量数值规定了物质型态发生转化时对应特征物理量之间的换算数量。 

1.5.1 物理单位当量定理表述 

{
 
 

 
 

物理单位𝐷𝑖𝑚𝐴与另一物理单位𝐷𝑖𝑚𝐴∗在它们的当量数值下等价，

该当量数值等于此两物理单位时空数值之比，将此物理关系称为物理单位当量关系。

即，𝐷𝑖𝑚𝐴 = 𝑆𝑇𝑉 (
𝐷𝑖𝑚𝐴

𝐷𝑖𝑚𝐴∗
)𝐷𝑖𝑚𝐴∗ = 𝑃 × 𝐷𝑖𝑚𝐴∗

其中，𝑃 = 𝑆𝑇𝑉 (
𝐷𝑖𝑚𝐴

𝐷𝑖𝑚𝐴∗
) −此两物理单位的当量数值。 }

 
 

 
 

 

1 − 12 式 

1.5.2推论：“能量转换因子”服从物理单位当量定理。 

1.5.5 计算举例 

计算范例1：求解热力学温度单位与电流强度单位之间的数值当量关系和当量数值。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25.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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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该定理有，𝐾 =
𝑆𝑇𝑉(𝐾)

𝑆𝑇𝑉(𝐴)
𝐴 =

2.812012715238×10−33

0.302585535036×10−30
𝐴 = 9.293282028268 × 10−3𝐴。 

即，单位热力学温度与单位电流强度的数值当量关系是𝐾 = 9.293282028268 × 10−3𝐴 ，

当量数值等于9.293282028268 × 10−3。 

计算范例2：求解质量单位与能量单位之间的数值当量关系和当量数值。 

根据该定理有，𝑘𝑔 =
𝑆𝑇𝑉(𝑘𝑔)

𝑆𝑇𝑉(𝐽)
𝐽 =

1.8333333×107

2.037037037037×10−10
𝐽 = 9 × 1016𝐽。 

即，单位质量与单位能量的数值当量关系是𝑘𝑔 = 9 × 1016𝐽，当量数值等于9 × 1016。 

表一         七个物理单位的数值当量关系和当量数值 

当量数值 

𝑆𝑇𝑉(
𝑑𝑖𝑚𝐴

𝑑𝑖𝑚𝐴∗
) 

m  s  kg  K  A  mol  J  

m =  

1 

0.3333

× 10−8 

1.3484

× 1027 

0.8791

× 1067 

8.1698

× 1064 

0.4110

× 1011 

1.2136

× 1044 

s = 2.9999

× 108 

 

1 

0.4045

× 1036 

0.2637

× 1076 

2.4509

× 1073 

0.1233

× 1020 

0.3640

× 1053 

kg = 0.7416

× 10−27 

2.4720

× 10−36 

 

1 

0.6520

× 1040 

6.0589

× 1037 

0.3048

× 10−16 

8.9999

× 1016 

= 1.1377

× 10−67 

3.7923

× 10−76 

1.5341

× 10−40 

 

1 

9.2948

× 10−3 

0.4676

× 10−56 

1.3804

× 10−23 

= 0.1224

× 10−64 

0.4080

× 10−73 

0.1651

× 10−37 

0.1076

× 103 

 

1 

0.5031

× 10−54 

0.1485

× 10−20 

= 2.4331

× 10−11 

8.1103

× 10−20 

3.2807

× 1016 

2.1386

× 1056 

1.9877

× 1054 

 

1 

2.9527

× 1033 

= 0.8240

× 10−44 

2.7467

× 10−53 

0.1111

× 10−16 

0.7243

× 1023 

6.7321

× 1020 

0.3386

× 10−33 

 

1 

注：物理学中的“能量转换因子”【A】}服从物理单位当量定理。 

八，N-God法则Ⅶ 信息物化原理 

自然上帝规定物质产生于CST过程，且由宇宙全息图像凝聚生成物质的基本单元---引

力子，并由引力子和三维空间组成其它所有各种物质。该规定性由信息物化原理给出表述。

信息物化原理陈述为： 

K

A

mol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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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备时空𝐺𝑖 的所有信息在虚无作用下物化并放大1.0083̇ × 10
93 倍生成相应的全息事件，

所有这些全息事件共同组成一帧宇宙全息图像𝐶𝐻𝐼(𝑖) ；该帧𝐶𝐻𝐼(𝑖) 显现并随即凝聚生成各种

物理元素，并由基元物理量{𝐴𝑔(𝑖) = 𝐴𝐺、
𝐴𝐺

𝑖
、

𝐴𝐺

𝑖2
, … } 物理表征；所有这些物理元素共同凝

聚生成𝑖 个Gi
■ ，其质量总和等于恒量质量𝑀𝐺 = 0. 5̇4̇ × 10

−7𝑘𝑔 ；镜像宇宙全同性操作使得

全部𝑖2个𝐺𝑖
■信息升级和重整并保持全同。该过程持续时间等于恒量时间。该原理表达为： 

{
 
 
 
 
 
 
 

 
 
 
 
 
 
 

𝐺𝑖
■凝聚关系式

𝐺𝑖 = 𝑈𝑛{(1 −
𝑖

1.0083̇ × 1093
) |𝑀𝐺|𝑠𝑖,𝑖−1

−2 + |𝑀𝐺|𝑠𝑖,𝑖−1
−2 (∑|𝑀𝐺|𝑠𝑗,𝑗−1

−2 )}

𝑖−1

𝑗=0

→ 𝑖𝐺𝑖
■

𝐺𝑖
■全同关系式

(𝑈𝑛)(∑|𝑀𝐺|𝑠𝑗,𝑗−1
−2

𝑖−1

𝑗=0

) → 𝑖2𝐺𝑖
■

其中，𝐺𝑖
■ −引力子，𝑈𝑛 −单位虚无，∑|𝑀𝐺|𝑠𝑗,𝑗−1

−2

𝑖−1

𝑗=0

−宇宙信息体，

凝聚关系式中“ → ”表示凝聚，全同关系式中“ → ”表示信息升级和重整，

宇宙量子数𝑖 = 1,2,3,… , 𝑛, … ,1.0083̇ × 1093；𝑛 = 7.7266 × 1060是今天宇宙常数。}
 
 
 
 
 
 
 

 
 
 
 
 
 
 

 

10 − 1 式 

10.2 信息物化原理推论 

▲该原理表明物质不是固有的而是随CST 过程不断发生而持续产生。 

▲宇宙本体和宇宙映像：实体化宇宙由宇宙本体和宇宙映像构成。宇宙本体即是物质

世界，纯粹由所有各种物质组成。宇宙映像即是宇宙全息图像，它是一个全息球面包络，

球面厚度为恒量长度，球半径等于宇宙半径。该全息球面包络“包裹着”宇宙本体，以恒

量频率（约1043𝐻𝑧 ）速速变化。宇宙映像物理表征宇宙本体的全部最新状态，并凝聚成为

宇宙本体的物质变化。 

▲因果同时性：物质是宇宙信息在虚无作用下产生的结果，宇宙信息是物质产生的根

本原因。宇宙信息是因，物质是果。信息物化过程是在一个恒量时间内完成，因而无论在

宏观还是微观上信息物化过程均具有因果同时性。 

▲现象世界和宇宙本体：人类对宇宙本体的感性认识是基于宇宙映像这一实体化界面

并通过感官和电磁场等物质媒介而获取，并由此形成现象世界（可观测宇宙）。现象世界

仅是对宇宙本体的部分反映，人类对宇宙本体更多和更深入了解则需要借助科学理性。 

10.3 宇宙的物质产生速率 

根据CST过程和信息物化与原理均可得出宇宙的物质产生速率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4.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4.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7.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20.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20.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3.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4.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3.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3.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7.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7.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40.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3.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2.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3.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3.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9.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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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𝜎𝑈(𝑖) ≡

𝑀𝐺

𝑡𝐺
=

0. 5̇4̇ × 10−7𝑘𝑔

1.3483…× 10−43𝑠
= 4.045199174779452…× 1035𝑘𝑔𝑠−1

其中，𝜎𝑈(𝑖) −物质产生速率，𝑀𝐺 −恒量质量、𝑡𝐺 −恒量时间

} 

10 − 2 式 

该式与宇宙量子数无关，表明宇宙的物质产生速率恒定，不随宇宙演化进行而变化。 

根据 10-2式可推知：宇宙总质量等于物质产生速率与宇宙年龄之积。 

{
 
 

 
 

𝑀𝑈(𝑖) = 𝜎𝑈(𝑖) × 𝑡𝑈(𝑖) = 𝑖 × 𝑀𝐺

其中，𝑀𝑈(𝑖) −宇宙总质量，𝑡𝑈(𝑖) −宇宙年龄，

𝜎𝑈(𝑖) −物质产生速率，𝑀𝐺 −恒量质量。

宇宙量子数𝑖 = 1,2,3,… , 𝑛, … ,1.0083̇ × 1093；𝑛 = 7.7266 × 1060是今天宇宙常数。}
 
 

 
 

 

10 − 3 式 

10.4 推论 

根据物质产生机制、质量定理、物体超距性关联、全息事件可推知： 

▲ 所有过去发生的事情并没有消逝而是凝聚成为物质或卷曲于物质之中。▲ 所有物质状态

的变化均由宇宙中正在发生的所有事情共同导致。▲全部历史共同凝聚成为现实。 

10.5 存在的分类 

UPHY将存在分为两大类：非实体化存在和实体化存在。 

 ▲ 非实体化存在包括虚无、宇宙信息（初始信息、基本信息、复合信息、单位信息等）、

宇宙信息体。 

 ▲实体化存在包括但不限于完备时空、全息事件、宇宙全息图像、镜像宇宙、物质（𝐺𝑖
■、

团状物质和真空）、物理元素、多维时空结构、宇宙本体（物质世界）、实体化宇宙（宇

宙本体+宇宙全息图像）等。 

在此分类下，物质不是宇宙中唯一的实体化存在（实在）。 

九，N-God法则Ⅷ 物质的最基本单元---引力子 

自然上帝设定引力子并将其作为物质的最基本单元且是唯一的一种，同时设定所有物

体和粒子在根本上均由引力子和三维空间构成。 

引力子，使用符号𝐺𝑖
■表示。𝐺𝑖

■是由点状刚体和三维空间组成的一种最基本粒子。

即，点状刚体以恒量速度在恒量体积中运动并构成引力子。该点状刚体称为𝐺𝑖
■刚体，它是

由宇宙全息图像凝聚生成的绝对刚性物质。【10.1节】 

引力子符号𝐺𝑖
■中的“𝐺”是英文 Graviton 的第一个字母，表示引力子，“𝑖”表示宇

宙量子数，反映引力子随宇宙量子数增大而持续演变，“■ ”表示引力子体积恒定且为边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2.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2.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5.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6.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40.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40.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about/9.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9.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9.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9.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40.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40.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8.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20.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25.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27.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7.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55.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8.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3.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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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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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等于恒量长度的正立方体。 

2.1 基元物理量和𝐺𝑖
■表达式 

2.1.1 基元物理量 

基元物理量是𝐺𝑖
■具有的物理量，其量值由恒量物理量和宇宙量子数【8.4 节】共同规定。 

{
 

 𝐴𝑔(𝑖) = 𝐴𝐺、
𝐴𝐺
𝑖
、
𝐴𝐺
𝑖2
、…

其中，𝐴𝑔(𝑖) −基元物理量，𝐴𝐺 −恒量物理量，

宇宙量子数𝑖 = 1,2,3,… , 𝑛,… ,1.0083̇ × 1093；𝑛 = .7266 × 1060 −今天宇宙常数}
 

 

 

2 − 1 式 

在基元物理量表达式中，
𝐴𝐺

𝑖
 是宇宙总体方程𝐴𝑈(𝑖) = 𝛽𝐴𝑖

𝑑𝐴𝐺
 【8.7 节】在𝛽𝐴 = 1、𝑑 = −1

情况下的一组解，
𝐴𝐺

𝑖2
 则是基于该解并通过理论分析和计算得到的结果。2-1 式中的省略号

表示不排除存在
𝐴𝐺

𝑖3
、

𝐴𝐺

𝑖4
、

𝐴𝐺

𝑖5
的情况。 

2.1.2 𝑮𝒊
■表达式 

{
  
 

  
 𝐺𝑖

■ = {𝐴𝑔(𝑖) = 𝐴𝐺、
𝐴𝐺
𝑖
、
𝐴𝐺
𝑖2
、…}

其中，𝐺𝑖
■ −引力子，{𝐴𝑔(𝑖) = 𝐴𝐺、

𝐴𝐺
𝑖
、
𝐴𝐺
𝑖2
、…} −基元物理量的有限集，

𝐴𝑔(𝑖) −基元物理量，𝐴𝐺 −恒量物理量，

宇宙量子数𝑖 = 1,2,3,… , 𝑛,… ,1.0083̇ × 1093；𝑛 = 7.7266 × 1060 −今天宇宙常数。}
  
 

  
 

 

2 − 2 式 

今天引力子表达为： 

{
𝐺𝑛
■ = {𝐴𝑔(𝑛) = 𝐴𝐺、

𝐴𝐺
𝑛
、
𝐴𝐺
𝑛2
、…}

其中，𝐺𝑛
■ −今天引力子，今天宇宙常数𝑛 = .7266 × 1060

}2 − 3 式 

因今天宇宙常数在今后4.2 万年内不变【8.4 节】，故今天引力子𝐺𝑛
■相对稳定。 

2.2.3 𝑮𝒊
■演变 

𝐺𝑖
■ 的大部分物理特性量值随宇宙演化进行而变化，也有部分物理特性量值保持恒定。

𝐺𝑖
■ 随宇宙演化进行而演变并向向更小，并表现𝐺𝑖

■ 大部分基元物理量量值是宇宙量子数的

反比函数。表3给出了宇宙动态演化四个量子态各9个基元物理量量值。 

表 3  𝐺𝑖
■动态演化的36个数据 

量子数（态）

→ 
物理量↓ 

1 
初始量子态 

1.3349 × 1045 
三分钟量子态 

7.7266 × 1060 
今天量子态 

1.0083̇ × 1093 
终结量子态 

𝐺𝑖
■时间 

𝑡𝑔(𝑖) 

𝑡𝐺 = 1.3483 
× 10−43𝑠 

1.0101 
× 10−88𝑠 

0.1745 
× 10−103𝑠 

𝑡�⃛� = 1.3372 
× 10−136𝑠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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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7.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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𝐺𝑖
■半径 

𝑅𝑔(i) 

𝐿𝐺 = 0.4045 
× 10−34𝑚 

0.3030 
× 10−79𝑚 

0.5235 
× 10−95𝑚 

𝐿�⃛� = 0.4011 
× 10−127𝑚 

𝐺𝑖
■体积 

𝑉𝑔(𝑖) 

𝑉𝐺 = 0.6619 

× 10−103𝑚3 

𝑉𝐺 = 0.6619 

× 10−103𝑚3 

𝑉𝐺 = 0.6619 

× 10−103𝑚3 

𝑉𝐺 = 0.6619 

× 10−103𝑚3 

𝐺𝑖
■质量 

𝑀𝑔(i) 

𝑀𝐺 = 0. 5̇4̇ 
× 10−7𝑘𝑔 

0.4086 
× 10−52𝑘𝑔 

0.7059 
× 10−68𝑘𝑔 

𝑀�⃛� = 0.5409 
× 10−100𝑘𝑔 

𝐺𝑖
■能量 

𝑒𝑔(i) 

𝐽𝐺 = 0.4909 
× 1010𝐽 

0.3677 
× 10−35𝐽 

0.6353 
× 10−51𝐽 

𝐽�⃛� = 0.4868 
× 10−83𝐽 

𝐺𝑖
■温度 

𝑇𝑔(i) 

𝑇𝐺 = 0.3556 
× 1033𝐾 

0.2663 
× 10−12𝐾 

0.4602 
× 10−28𝐾 

𝑇�⃛� = 0.3526 
× 10−60𝐾 

（绝对零度） 

𝐺𝑖
■动量 

||𝑝(𝑖)|| 

𝑃𝐺
= 16.3636 
 𝑘𝑔𝑚𝑠−1 

1,2258 
× 10−44 𝑘𝑔𝑚𝑠−1 

2,1178 
× 10−60 𝑘𝑔𝑚𝑠−1 

𝑃�⃛� = 1.6228 
× 10−92𝑘𝑔𝑚𝑠−1 

𝐺𝑖
■轨道角动

量||𝐿𝑔𝑅(𝑖)|| 

ℎ = 6.6194 
× 10−34 𝐽𝑠 

ℎ = 6.6194 
× 10−34 𝐽𝑠 

ℎ = 6.6194 
× 10−34 𝐽𝑠 

ℎ = 6.6194 
× 10−34 𝐽𝑠 

𝐺𝑖
■质量密度

𝜌𝑔(𝑖) 

𝜌𝐺 =

8.2402 

× 1095𝑘𝑔𝑚−3 

6.1729 
× 1050 𝑘𝑔𝑚−3 

1.0664 
× 1035 𝑘𝑔𝑚−3 

𝜌�⃛� = 8.1721 
× 102 𝑘𝑔𝑚−3 

从表 3 计算结果容易发现，随着宇宙演化持续进行，𝐺𝑖
■大部分物理特性量值从初始量子

态的恒量物理量而向向减小，直至终结量子态演变为镜像量子。 

2.3 𝐺𝑖
■基本性质 

2.3.1 𝐺𝑖
■是物质最基本单元，也是宇宙中最小物质且不可再分。𝐺𝑖

■既不是费米子也不是玻

色子，所有物体和基本粒子在根本上均由𝐺𝑖
■和三维空间组成。 

2.3.2 𝐺𝑖
■体积恒定且等于恒量体积𝑉𝐺 = 0.6619 × 10

−103𝑚3。 

2.3.3 𝐺𝑖
■刚体随宇宙演化进行向向更小。 

2.3.4 𝐺𝑖
■总是质量密度最大的物质𝜌𝑔(𝑖) =

𝜌𝐺

𝑖
且𝜌𝑔(𝑛) = 1.0664 × 10

35𝑘𝑔𝑚−3。 

2.3.5 宇宙具有的𝐺𝑖
■总数量等于宇宙量子数的平方。 

{
 
 

 
 

𝑁𝑔𝑈(𝑖) = 𝑖
2，

且𝑁𝑔𝑈(𝑛) = 𝑛
2 = (7.7266 × 1060)2 = 5.9700 × 10121个

其中，𝑁𝑔𝑈(𝑖) −宇宙的𝐺𝑖
■总数量，𝑁𝑔𝑈(𝑛) −今天宇宙的𝐺𝑛

■总数量。

宇宙量子数𝑖 = 1,2,3,… , 𝑛,… ,1.0083̇ × 1093;今天宇宙常数𝑛 = 7.7266 × 1060。}
 
 

 
 

 

2 − 5 式 

2.3.6  Gi
■由宇宙全息图像凝聚生成【10.1 节】。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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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所有𝐺𝑖
■因镜像宇宙全同性操作而保持全同，即Gi

■是一类全同粒子。 

2.3.8 𝐺𝑖
■是万有引力和绝对力（万有斥力）产生的物质基础【3.4 节、11.1 节】。 

2.3.9 镜像宇宙全同性操作使得𝐺𝑖
■瞬间形成QSG占据态。 

2.3.10  𝐺𝑖
■和三维空间组成真空和团状物质【6.2 节、6.3 节、】。 

2.3.11 𝐺𝑖
■轨道角动量范数为恒量且等于普朗克常数。 

2.2.1 𝑮𝒊
■16 个物理参数一般解和今天解 

根据引力子表达式并结合宇宙诸如物理量同一解，可得𝐺𝑖
■ 16 个物理参数一般解和今

天解。 

{
 
 
 
 
 
 
 
 
 
 
 
 
 
 
 
 
 
 

 
 
 
 
 
 
 
 
 
 
 
 
 
 
 
 
 
 𝑁𝑜. 1 𝐺𝑖

■半径𝑅𝑔(𝑖) =
𝐿𝐺
𝑖
，且𝑅𝑔(𝑛) =

𝐿𝐺
𝑛
= 0.5235 × 10−95𝑚

𝑁𝑜. 2𝐺𝑖
■时间𝑡𝑔(𝑖) =

𝑡𝐺
𝑖
，且𝑡𝑔(𝑛) =

𝑡𝐺
𝑛
= 0.1745 × 10−103𝑠

𝑁𝑜. 3𝐺𝑖
■质量𝑀𝑔(𝑖) =

𝑀𝐺

𝑖
，且𝑀𝑔(𝑛) =

𝑀𝐺

𝑛
= 0.7059 × 10−68𝑘𝑔

𝑁𝑜. 4𝐺𝑖
■能量𝑒𝑔(𝑖) =

𝐽𝐺
𝑖
，且𝑒𝑔(𝑛) =

𝐽𝐺
𝑛
= 0.6353 × 10−51𝐽

𝑁𝑜. 5𝐺𝑖
■动量||𝑝𝑔(𝑖)|| =

𝑝𝐺
𝑖
，且||𝑝𝑔(𝑛)|| =

𝑝𝐺
𝑛
= 0.2117 × 10−59𝑘𝑔𝑚𝑠−1

𝑁𝑜. 6 𝐺𝑖
■体积𝑉𝑔(𝑖) = 𝑉𝑔(𝑛) ≡ 𝑉𝐺 = 0.6619 × 10

−103𝑚3

𝑁𝑜. 7𝐺𝑖
■频率𝑓𝑔(𝑖) =

𝑓𝐺
𝑖
，且𝑓𝑔(𝑛) =

𝑓𝐺
𝑛
= 0.9598 × 10−18𝐻𝑧

𝑁𝑜. 8 𝐺𝑖
■加速度||𝑎𝑔(𝑖)|| =

𝑎𝐺
𝑖
，且||𝑎𝑔(𝑛)|| =

𝑎𝐺
𝑛
= 0.2879 × 10−9𝑚𝑠−2

𝑁𝑜. 9  𝐺𝑖
■质量密度𝜌𝑔(𝑖) =

𝜌𝐺
𝑖
，且𝜌𝑔(𝑛) =

𝜌𝐺
𝑛
= 1.0664 × 1035𝑘𝑔𝑚−3

𝑁𝑜. 10 第一𝐺𝑖
■力||𝐹𝑔1(𝑖) ||=

𝑁𝐺
𝑖
，且||𝐹𝑔1(𝑛)|| =

𝑁𝐺
𝑛
== 0.1570 × 10−16𝑁

𝑁𝑜. 11 第二𝐺𝑖
■力||𝐹𝑔2(𝑖)|| =

𝑁𝐺
𝑖2
，且||𝐹𝑔2(𝑛)|| =

𝑁𝐺
𝑛2

= 0.2032 × 10−77𝑁

𝑁𝑜. 12   𝐺𝑖
■温度𝑇𝑔(𝑖) =

𝑇𝐺
𝑖
，且𝑇𝑔(𝑛) =

𝑇𝐺
𝑛
= 0.4602 × 10−28𝐾

𝑁𝑜. 13  𝐺𝑖
■运动速度||𝑣𝑔(𝑖)|| = ||𝑣𝑔(𝑛)|| ≡ 𝑣𝐺 = 3 × 10

8𝑚𝑠−1

𝑁𝑜. 14   𝐺𝑖
■轨道角动量||𝐿𝑔𝑅(𝑖)|| = 𝑀𝑔(𝑖)𝑣𝐺𝑅𝑈(𝑖) ≡ ℎ

𝑁𝑜. 15  𝐺𝑖
■自旋角动量 ||𝐿𝑔𝑆(i)|| =

ℎ

𝑖
，且||𝐿𝑔𝑆(n)|| =

ℎ

𝑛
= 0.8567 × 10−94𝐽𝑠

𝑁𝑜. 16   𝐺𝑖
■电流𝐼𝑔(𝑖) =

𝐼𝐺
𝑖
，且有𝐼𝑔(𝑛) =

𝐼𝐺
𝑛
= 0.4277 × 10−30𝐴

……

其中，恒量物理量𝐴𝐺 =
1

𝑆𝑇𝑉(𝐷𝑖𝑚𝐴)
𝐷𝑖𝑚𝐴 =

1

𝑆𝑇𝑉(𝐵𝑚𝑎𝑠−𝑏)
𝐷𝑖𝑚𝐴

ℎ −普朗克常数，𝑅𝑈(𝑖) −宇宙半径且𝑅𝑈(𝑖) = 𝑖 × 𝐿𝐺，

宇宙量子数𝑖 = 1,2,3,… , 𝑛,… ,1.0083̇ × 1093;今天宇宙常数𝑛 = 7.7266 × 1060。}
 
 
 
 
 
 
 
 
 
 
 
 
 
 
 
 
 
 

 
 
 
 
 
 
 
 
 
 
 
 
 
 
 
 
 
 

 

2-4 式 

2.4 𝑮𝒊
■21 项物理相关性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4.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43.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2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0.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27.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25.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64.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20.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20.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3.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64.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2.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7.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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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引力子定义式、引力子 16个物理参数一般解、宇宙诸物理量统一解，可获知引

力子 21项物理相关性。 

{
 
 
 
 
 
 
 
 
 
 
 
 
 

 
 
 
 
 
 
 
 
 
 
 
 
 

𝑁𝑜. 01 所有𝐺𝑖
■质量之和等于宇宙总质量。

𝑁𝑜. 02 所有𝐺𝑖
■半径之和等于宇宙半径。

𝑁𝑜. 03 所有𝐺𝑖
■时间之和等于宇宙年龄。

𝑁𝑜. 04  𝐺𝑖
■质量密度和宇宙量子数决定宇宙平均质量密度。

𝑁𝑜. 05  𝐺𝑖
■温度和宇宙量子数决定宇宙背景辐射温度。

𝑁𝑜. 06  𝐺𝑖
■频率和宇宙量子数决定宇宙背景辐射光谱峰值频率。

𝑁𝑜. 07  𝐺𝑖
■能量和宇宙量子数决定宇宙背景辐射光子均能。

𝑁𝑜. 08  所有𝐺𝑖
■能量之和等于宇宙总能量。

𝑁𝑜. 09  所有𝐺𝑖
■动量之和等于宇宙总动量范数。

𝑁𝑜. 10  所有𝐺𝑖
■轨道角动量之和等于宇宙总轨道角动量范数。

𝑁𝑜. 11  𝐺𝑖
■自旋角动量和宇宙量子数决定宇宙总自旋角动量范数。

𝑁𝑜. 12  𝐺𝑖
■能量与宇宙年龄之积为恒量且等于普朗克常数。

𝑁𝑜. 13  𝐺𝑖
■能量与宇宙膨胀常数之比为恒量且等于普朗克常数。

𝑁𝑜. 14  𝐺𝑖
■能量与𝐺𝑖

■频率之比为恒量且等于普朗克常数。

𝑁𝑜. 15  𝐺𝑖
■轨道角动量恒等于普朗克常数。

𝑁𝑜. 16  𝐺𝑖
■波长等于宇宙半径。

𝑁𝑜. 17  𝐺𝑖
■振动周期等于宇宙年龄。

𝑁𝑜. 18  𝐺𝑖
■能量与𝐺𝑖

■温度之比为恒量且等于玻尔兹曼常数。

𝑁𝑜. 19  𝐺𝑖
■半径三次方与𝐺𝑖

■质量与𝐺𝑖
■时间二次方之比为恒量且等于万有引力常数。

𝑁𝑜. 20  𝐺𝑖
■半径与𝐺𝑖

■时间之比为恒量且等于恒量速度(光速常数)。

𝑁𝑜. 21  𝐺𝑖
■能量与𝐺𝑖

■时间之积等于普朗克常数与宇宙量子数平方之比。 }
 
 
 
 
 
 
 
 
 
 
 
 
 

 
 
 
 
 
 
 
 
 
 
 
 
 

 

2 − 6 式 

上述物理相关性的证明过程可参阅引力子 21项物理相关性 

2.5  𝑮𝒊
■方程 

𝐺𝑖
■方程是宇宙基本方程【8.7 节】在基元物理量𝐴𝑔(𝑖) =

𝐴𝐺

𝑖
情况下的表达形式。 

{
 
 
 
 
 
 
 

 
 
 
 
 
 
 

𝐴𝑈(𝑖) = 𝛽𝐴𝑖
𝑑+1𝐴𝑔(𝑖)              (宇宙总体方程)

𝐴𝑈𝑃(𝑖) = 𝛽𝐴𝑖
𝑑𝑆𝑇𝑉(∑|𝑀𝐺|𝑠𝑗,𝑗−1

−2

𝑖−1

𝑗=0

)𝐴𝑔(𝑖)                  (镜像宇宙方程)

𝐴𝑈(𝑖) = 1.0083̇ × 10
93 × 𝐴𝑈𝑃(𝑖)                     (虚无作用方程)

其中，𝐴𝑈(𝑖) −总体物理量；𝐴𝑈𝑃(𝑖) −镜像物理量，𝐴𝑔(𝑖) −基元物理量；

𝑑为整数且𝑑的取值规则为：在物理单位时空组态𝑆𝑇𝐶(𝐷𝑖𝑚𝐴) = 𝐵𝑚𝑎𝑠−𝑏下，

𝑑按照待求物理量的维空间维数与维时间维数之差值取值𝑑 = 𝑎 − 𝑏；

当 a − b = 0，± 1 时，d均可分别取值 0，1，− 1;

𝛽𝐴 –数值系数，取值 1 或特定数值；∑|𝑀𝐺|𝑠𝑗,𝑗−1
−2

𝑖−1

𝑗=0

−镜像宇宙；

宇宙量子数𝑖 = 1,2,3,… , 𝑛, … ,1.0083̇ × 1093；𝑛 = 7.7266 × 1060是今天宇宙常数。}
 
 
 
 
 
 
 

 
 
 
 
 
 
 

 

2 − 7 式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20.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2.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2.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2.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2.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2.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2.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2.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2.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2.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2.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26.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64.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2.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20.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9.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20.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8.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7.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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𝐺𝑖
■方程由宇宙总体方程、镜像宇宙方程、虚无作用方程组成。𝐺𝑖

■方程是以宇宙量子

数为单一自变量的函数方程，方程成立条件为𝐴𝑔(𝑖) =
𝐴𝐺

𝑖
。根据𝐺𝑖

■方程并基于𝐺𝑖
■物理参数

可统一计算宇宙具有的一些总体物理量量值。例如， 

2.6.1 今天宇宙总质量 

质量单位时空组态𝑆𝑇𝐶(𝑘𝑔) = |𝐺|𝑚3𝑠−2 ，有𝑎 − 𝑏 = 3 − 2 = 1。 按𝑑 取值规则，取𝑑 =

1，且取𝛽𝐴 = 1。根据𝐺𝑖
■方程可得𝑀𝑈(𝑛) = 𝛽𝐴𝑛

𝑑+1𝑀𝑔(𝑛) = 𝑛
2𝑀𝑔(𝑛) 

= (7.7266 × 1060)2(0.7059 × 10−68𝑘𝑔) = 4.2142 × 1053𝑘𝑔。 

天文学估算结果：1053𝑘𝑔？。 

2.6.2 今天宇宙半径 

长度单位时空组态𝑆𝑇𝐶(𝑚) = 𝑚1𝑠0 ，有𝑎 − 𝑏 = 1 − 0 = 1 。按𝑑 取值规则，取𝑑 = 1 ，

且取𝛽𝐴 = 1。根据𝐺𝑖
■方程有𝑅𝑈(𝑛) = 𝛽𝐴𝑛

𝑑+1𝑅𝑔(𝑛) = 𝑛
2𝑅𝑔(𝑛) 

= (7.7266 × 1060)2(0.5235 × 10−95𝑚) = 3.1253 × 1026𝑚。 

天文学估算结果：1026𝑚？.[2] 

2.6.3 今天宇宙年龄 

时间单位时空组态𝑆𝑇𝐶(𝑠) = 𝑚0𝑠1 ，有𝑎 − 𝑏 = 0 −（− 1） = 1 。按𝑑 取值规则取𝑑 =

1，且取𝛽𝐴 = 1。根据𝐺𝑖
■方程有𝑡𝑈(𝑛) = 𝛽𝐴𝑛

𝑑+1𝑡𝑔(𝑛) = 𝑛
2𝑡𝑔(𝑛) 

= (7.7266 × 1060)2(0.1745 × 10−103𝑠) 

= 10.4186 × 1017𝑠 = 3.3034 × 1010年。（约330亿年）。 

天文学估算结果：文献给出的哈勃常数介于48~71𝑘𝑚𝑠−1𝑀𝑝𝑐−1 之间[2，13]。若取哈勃

常数71𝑘𝑚𝑠−1𝑀𝑝𝑐−1，则今天宇宙年龄计算结果为1.38 × 1010年（约138亿年）。 

注：根据 UPHY 给出的𝑍𝐶(𝑛) == 29.617𝑘𝑚𝑠
−1𝑀𝑝𝑐−1也可计算出今天宇宙年龄为 330 亿

年【12.5 节】。 

2.6.4 今天宇宙平均质量密度 

质量密度单位时空组态𝑆𝑇𝐶(𝑘𝑔𝑚−3) = |𝐺|𝑚0𝑠−2 ，有𝑎 − 𝑏 = 0 − 2 = −2 。按𝑑 取值规

则取𝑑 = −2 。因宇宙瞬时三维空间总量的何何形状为球体且球体半径等于宇宙半径【8.8.10

节 】 ， 故 取 𝛽𝐴 =
3

4𝜋
 。 根 据 𝐺𝑖

■ 方 程 有 𝜌𝑈(𝑛) = 𝛽𝐴𝑛
𝑑+1𝜌𝑔(𝑛) =

3

4𝜋
𝑛−1𝜌𝑔(𝑛) =

3

4𝜋

1.0664×1035𝑘𝑔𝑚−3

7.7266×1060
= 3.2949 × 10−27𝑘𝑔𝑚−3 

天文学估算结果：10−27𝑘𝑔𝑚−3？[2]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about/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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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N-God法则Ⅸ  十维时空 

自然上帝对宇宙本体的时空结构给出规定，并规定了 5 维空间和 5 维时间的 10 维时

空结构。该规定宇自然上帝法则〡保持一致。 

物质是由所有各种物理元素共同凝聚生成的一种实体化存在，实体化宇宙由宇宙本体

（物质世界）和宇宙全息图像组成。所有物理元素均具有多维时空结构之属性，并使得实

体化宇宙具有 5 维空间和 5 维时间的 10 维时空属性。物理元素由物理量给出量化描述，

单位物理量的多维时空结构属性统一表述为 

{
 
 

 
 𝑆𝑇𝐶(𝐷𝑖𝑚𝐴) = 𝐵𝑚𝑎𝑠−𝑏

𝑆𝑇𝑉(𝐷𝑖𝑚𝐴) = 𝐵 × 𝑆𝑇𝑉(𝑚𝑎) × 𝑆𝑇𝑉(𝑠−𝑏)

𝐴𝐺 =
1

𝑆𝑇𝑉(𝐷𝑖𝑚𝐴)
𝐷𝑖𝑚𝐴 =

1

𝑆𝑇𝑉(𝐵𝑚𝑎𝑠−𝑏)
𝐷𝑖𝑚𝐴 

}
 
 

 
 

                    14 − 3 式 

虽然目前对四维空间、五维空间、二维时间、三维时间、四维时间、五维时间本身的

物理含义不详，但由它们构成的多维时空结构所具有的物理属性却是是客观的，也是我们

熟知的。例如， 

【1】我们不知道时空组态|𝐺|𝑚3𝑠−2 = |G|
𝑚3

𝑠2
中 2 维时间𝑠2的物理含义，但知道 3 维空间

𝑚3 的物理含义，现在知道多维时空结构{

𝑆𝑇𝐶(𝑘𝑔) = |𝐺|𝑚3𝑠−2

𝑆𝑇𝑉(𝑘𝑔) = 1.83̇ × 107

𝑀𝐺 = 0. 5̇4̇ × 10
−7𝑘𝑔

} 整体的物理特性是单位质

量（千克）； 

【2】我们不知道时空组态|𝐺|𝑚5𝑠−4 = |G|
𝑚5

𝑠4
中5维空间𝑚5和4维时间𝑠4本身的物理含义，

现在知道多维时空结构{

𝑆𝑇𝐶(𝐽) = |𝐺|𝑚5𝑠−4

𝑆𝑇𝑉(𝐽) = 2. 0̇3̇7̇ × 10−10

𝐽𝐺 = 0.49̇0̇ × 10
10𝐽

}整体的物理特性是单位能量（耳耳）； 

【3】我们不知道时空组态|𝐺|𝑚4𝑠−4 = |G|
𝑚4

𝑠4
中4维空间𝑚4和4维时间𝑠4本身的物理含义，

现在知道多维时空结构{

𝑆𝑇𝐶(𝑁) = |𝐺|𝑚4𝑠−4

𝑆𝑇𝑉(𝑁) = 0.8240 × 10−44

𝑁𝐺 = 1.2136 × 10
44𝑁

}整体的物理特性是单位力（牛顿）； 

【4】我们不知道时空组态|𝐺|𝑚3𝑠−5 = |G|
𝑚3

𝑠5
中 5 维时间𝑠5但知道 3 维空间𝑚3本身的物理

含义，现在知道多维时空结构{

𝑆𝑇𝐶(𝑊𝑚−2) = |𝐺|𝑚3𝑠−5

𝑆𝑇𝑉(𝑊𝑚−2) = 4.4946 × 10−122

(𝑊𝑚−2)𝐺 = 0.2225 × 10
122𝑊𝑚−2

} 整体的物理特性是单位

辐射通量密度； 

【5】我们不知道时空组态√|𝐺|𝑚3𝑠−3 = √|𝐺|
𝑚3

𝑠3
中 3 维时间𝑠3本身的物理含义，但知道 3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7.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42.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8.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8.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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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空间𝑚3 的物理含义，现在知道多维时空结构{
𝑆𝑇𝐶(𝐴) = √|𝐺|𝑚3𝑠−3

𝑇𝑉(𝐴) = 0.3025 × 10−30

𝐼𝐺 = 3.3048 × 10
30𝐴

} 整体的物理特性

是单位电流强度（安培）； 

【6】我们不知道时空组态√|𝐺|𝑚5𝑠−3 = √|𝐺|
𝑚5

𝑠3
中 5 维空间𝑚5本身的物理含义，也不知道

3 维时间𝑠3 本身的物理含义，现在知道多维时空结构{
𝑆𝑇𝐶(𝐽𝑇−1) = √|𝐺|𝑚5𝑠−3

𝑆𝑇𝐶(𝐽𝑇−1) = 0.1849 × 1039

𝑚𝐺 = 5.4079 × 10
−39𝐽𝑇−1

} 整体的

物理特性是单位磁矩； 

【7】我们知道时空组态√|𝐺|𝑚3𝑠−2 = √|𝐺|
𝑚3

𝑠2
中3维空间𝑚3的物理含义，但不知道2维时

间𝑠2 本身的物理含义，现在知道多维时空结构{

𝑆𝑇𝐶(𝐶) = √|𝐺|𝑚3𝑠−2

𝑆𝑇𝑉(𝐶) = 0.2244 × 1013

𝐶𝐺 = 4.4562 × 10
−13𝐶

} 整体的物理特性

是单位电荷量（库仑）； 

【8】我们不知道时空组态√|𝐺|𝑚2𝑠−3 = √|𝐺|
𝑚2

𝑠3
中 3维时间𝑠3但知道2维空间𝑚2本身的物

理含义，现在知道多维时空结构{

𝑆𝑇𝐶(𝐴𝑚−1) = √|𝐺|𝑚2𝑠−3

𝑆𝑇𝑉(𝐴𝑚−1) = 0.1224 × 10−64

(𝐴𝑚−1)𝐺 = 8.1700 × 10
64𝐴𝑚−1

} 整体的物理特性是单位

磁场强度； 

【9】我们不知道时空组态𝛽𝑚4𝑠−4 = 𝛽
𝑚4

𝑠4
中4维空间𝑚4和4维时间𝑠4本身的物理含义，现

在知道𝛽 =
𝑎−1

|𝑁𝐴|×10
−23 = 22.7773 且多维时空结构{

𝑆𝑇𝐶(𝐾) = 𝛽𝑚4𝑠−4

𝑆𝑇𝑉(𝐾) = 2.8120 × 10−33

𝑇𝐺 = 0.3556 × 10
33𝐾

} 整体的物理特

性是单位热力学温度（开尔文）。 

【10】我们不知道时空组态|𝐺|𝑚5𝑠−5 = |G|
𝑚5

𝑠5
中 5 维空间𝑚5和 5 维时间𝑠5本身的物理含

义，现在知道多维时空结构{

𝑆𝑇𝐶(𝑊) = |𝐺|𝑚5𝑠−5

𝑆𝑇𝑉(𝑊) = 0.2745 × 10−52

𝑊𝐺 = 3.6406 × 10
52𝑊

} 整体的的物理特性是单位功率

（瓦特）。等等。 

宇宙具有10维时空，即由5维空间和5维时间组成的10维时空。这不是假设，而是

具有坚实的物理实验的物理学认识，是基于恒量物理量定义、诸基本物理常数、SI 物理单

位符号关系式、物理量多维时空结构、宇宙诸物理量统一解所获得的实证性认识。10 维时

空的依据包括但不限于： 

▲完备物理常数定理、物理单位当量定理、缺 定理证明了物理单位时空组态和时空数值

的正确性，时空组态𝑆𝑇𝐶(𝐷𝑖𝑚𝐴) = 𝐵𝑚𝑎𝑠−𝑏 表示单位物理量具有维空间𝑚𝑎 和维时间𝑠−𝑏 的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67.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3.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55.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2.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3.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4.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5.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2.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2.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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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属性，其中𝑎, 𝑏 = 0,1,2,3,4,5。如 MS 制所述，时空组态和时空数值的物理学依据是诸

基本物理常数和 SI 符号关系式，后两者的客观性已得到物理学理论和实验的反复确认。因

而，由时空组态和时空数值表述的单位物理量的多维时空属性也因此具有客观性。 

▲宇宙诸物理量统一解明示宇宙诸物理量量值与维空间维数和维时间维数的差值𝑑 = 𝑎 − 𝑏

物理相关，这些物理量的理论计算结果与相应天文观测或物理实验结果具有一致符合性。

这构成物理量具有多维时空结构之属性的实证性依据，进而证实宇宙具有10维时空属性。 

▲质能方程证实质量定理，而质量定理成立的前提是𝐺𝑖
■ 流辐射及其瞬时性，该瞬时性缘于

镜像宇宙全同性操作，该操作是沿 4 维空间或 5 维空间中的一条路径进行，这条路径不可

能存在于三维空间之中。这也构成对 4维空间或 5维空间的物理学举证。 

▲基本电荷和 CMB物理特性量值构成 10 维时空的实证性依据。9.6 节所述基本电荷生成

机制和基本电荷量值计算结果都依赖于 10 维时空的 10 个维度。8.8 节所述 CMB 光子均

能依赖于10维时空的10个维度，CMB光谱峰值波长依赖于10维时空的5个空间维度。 

十一，N-God法则Ⅹ 镜像宇宙全同性操作 

自然上帝规定引力子的全同性、规定引力子占据态（QSG 占据态）的瞬时性，并通过

镜像宇宙全同性操作予以实现。 

镜像宇宙以其全息性和超空间速度且以𝐺𝑖 生成的𝑖 个Gi
■ 为标准，对已有(𝑖 − 1)2 个𝐺𝑖−1

■

信息升级和重整。信息升级使得𝑖2个𝐺𝑖
■所含信息相同；引力子重整使得已有(𝑖 − 1)2个𝐺𝑖−1

■

重整为𝑖2 − 𝑖 个𝐺𝑖
■ ，使得𝑖2 个𝐺𝑖

■ 保持物理特性全同，使得𝑖2 个𝐺𝑖
■ 重新形成它们在宇宙三维

空间中的 QSG 占据态。该过程持续时间为恒量时间（瞬间或瞬时）。镜像宇宙全同性操

作表达为： 

{
 
 
 
 

 
 
 
 

(𝑈𝑛)(∑|𝑀𝐺|𝑠𝑗,𝑗−1
−2

𝑖−1

𝑗=0

) → 𝑖2𝐺𝑖
■

∑|𝑀𝐺|𝑠𝑗,𝑗−1
−2

𝑖−1

𝑗=0

−宇宙信息体， →在此表示信息升级和重整，

𝐺𝑖
■ −引力子，𝑈𝑛 −单位虚无，

宇宙量子数𝑖 = 1,2,3,… , 𝑛, … ,1.0083̇ × 1093；𝑛 = 7.7266 × 1060是今天宇宙常数。}
 
 
 
 

 
 
 
 

 

9 − 10 式 

镜像宇宙以超空间速度沿一条特殊路径在一个恒量时间内完成对𝑖2 个𝐺𝑖
■ 的逐一“访问”

（信息升级和重整），该路径是由𝑖2 个𝐺𝑖
■ 半径组成的一条直，，该直，长度等于宇宙半径

𝑖2𝑅𝑔(𝑖) = 𝑖𝐿𝐺 = 𝑅𝑈(𝑖)。这条直，路径存在于四维空间或五维空间中，而不可能存在于三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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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因三维空间最小单元是边长等于恒量长度的空间量子（QSG）。。也因此，镜像宇

宙全同性操作的持续时间等于 li 恒量时间，即
𝑅𝑈(𝑖)

𝑣𝑠𝑠(𝑖)
=

𝑖𝐿𝐺

𝑖𝑣𝐺
= 𝑡𝐺。 

十二，N-God法则Ⅺ 引力子流超距辐射原理 

自然上帝通过镜像宇宙全同性保障宇宙中所有物体之间的物理关联性，并通过引力子

流超距辐射实现物体超距性关联。该规定的要点是：▲宇宙中所有物体之间通过引力子流

超距辐射实现超距性物理关联。▲引力子流辐射的瞬时性（超距性）由镜像宇宙全同性操

作实现，与引力子本身的机械运动速度无关。▲物体超距性关联所需时间恒定且等于恒量

时间，与物体之间举例无关。 

1，𝑮𝒊
■流辐射能量方程 

𝐺𝑖
■ 流是由一定数量Gi

■ 形成的粒子流。任意两物体之间相互等量辐射𝐺𝑖
■ 流，其辐射能

量正比于此两物体质量，反比于其间距离；镜像宇宙全同性操作使得𝐺𝑖
■ 流辐射具有瞬时性

（超距性），导致𝐺𝑖
■流在对方物体所属空间处可瞬间形成 QSG 占据态。𝐺𝑖

■流辐射能量方

程表达为： 

{
 
 
 
 
 

 
 
 
 
 𝐸1,2(𝑖) = 𝑆𝑇𝑉 (

𝑀1𝑀2
𝑅

) 𝐽𝐺(𝐺𝑖
■流辐射能量方程−Ⅰ)

𝐸1,2(𝑖) =
1

𝑖
𝑁𝑔1𝑁𝑔2𝑆𝑇𝑉 (

1

𝑅
)𝑒𝑔(𝑖)(𝐺𝑖

■流辐射能量方程−Ⅱ)

𝐸1,2(𝑖) = {
𝑁𝑔1𝑁𝑔2

𝑖𝑘
}𝑒𝑔(𝑖)(𝐺𝑖

■流辐射能量方程−Ⅲ)

其中，𝐸1,2(𝑖) − 𝐺𝑖
■流辐射能量，𝑀1、𝑀2 −物体质量，𝑅 = 𝑘𝐿𝐺 −物体之间距离，

𝑒𝑔(𝑖) − 𝐺𝑖
■能量，𝑁𝑔1、𝑁𝑔2 −物体所含𝐺𝑖

■数量，

𝐽𝐺 −恒量能量，𝐿𝐺 −恒量长度，𝑘 −正整数，𝑖 −宇宙量子数。 }
 
 
 
 
 

 
 
 
 
 

 

3 − 1 式 

2，𝑮𝒊
■流辐射的瞬时性（超距性） 

镜像宇宙以其全息性【9.1 节】和超空间速度【9.4 节】对全部𝐺𝑖
■进行信息升级和重整，使得

所有𝐺𝑖
■ 保持全同。镜像宇宙全同性操作【9.5 节】导致𝐺𝑖

■ 流辐射具有瞬时性（超距性），并

与𝐺𝑖
■本身的运动速度无关。𝐺𝑖

■流辐射瞬时性使得任意两物体之间辐射的𝐺𝑖
■流中诸𝐺𝑖

■在恒

量时间（瞬间）内实现并完成对对方物体所属空间量子【7.1 节】的占据并形成 QSG 占据态

【7.3 节】，无论此两物体相距多远（最大距离等于宇宙半径）。超距性物理指标是超空间速

度和最大作用距离。超空间速度等于宇宙量子数与恒量速度之积，最大作用距离等于宇宙

半径。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6.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20.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4.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0.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3.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3.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7.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5.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3.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3.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6.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3.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2.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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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对自然上帝客观性的考察 

如前所述，N-God 第一方程是对 CST 过程的描述方程，N-God 第二方程是对镜像宇

宙诸物理特性的描述方程，N-God 第三方程是对宇宙本体诸物理特性的描述方程，在这三

个方程中均包含着自然上帝的表达式，反映了自然上帝对镜像宇宙和宇宙本体物理特性的

规定性。基于N-God三个方程，可获取关于镜像宇宙和宇宙本体物理特性的统一解，将该

统一解与已有的相应天文观测数据和物理实验结果进行一致符合性比较，如果比较结果显

示具有一致符合型，则自然上帝的客观性可被证实，这属于对自然上帝的实证性考察。另

一方面，自然上帝诸法则与自然上帝表达式之间的逻辑自洽性、自然上帝表达式与自然上

帝法则诸推论（参见 N-Go 法则之推论 01---53）之间的逻辑自洽性也可作为自然上帝客

观性的考察依据，这缘于认识论、逻辑学和本体论三位一体。以下从逻辑自洽性和实证性

两个方面对自然上帝的客观性进行考察。 

1，对自然上帝的逻辑自洽性考察 

宇宙是一个整体，也是一个发展过程，其中所有存在之间具有普遍联系，并表现为所

有存在之间的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宇宙具有的所有内在联系总可以通过 CST

模型论述和论证的一种或何种物理关联最终追溯到镜像宇宙或宇宙信息体，例如 

▲引力子是物质的最基本单元，所有物质在根本上均由引力子和三维空间组成。根据

信息物化原理，引力子由宇宙全息图像凝聚生成，而宇宙全息图像是单位信息在虚无作用

下生成的实体化存在，单位信息则是宇宙信息体的升级信息。因而物质的产生可追溯到宇

宙信息体。（参见第八、九、十七节）  

▲宇宙信息体规定了镜像宇宙的全部物理属性，而镜像物理量放大1.0083̇ × 1093 倍等

于宇宙相应的总体物理量。因而宇宙总体物理特性可追溯到镜像宇宙乃至宇宙信息体。

（参见第三十九节至第五十四节） 

▲宇宙中所有物体因引力子流超距辐射而具有超距性关联，引力子流辐射的瞬时性则

源于镜像宇宙全同性操作。因而物体超距性关联可追溯到镜像宇宙。（参见第十一、十二、

十四、十九节） 

▲万有引力、万有斥力、合力范数作用均是物体之间超距辐射引力子流和空间膨胀共

同产生的基本作用力，引力子流辐射的瞬时性源于镜像宇宙全同性操作。因而这三种基本

作用力可追溯到镜像宇宙。（参见第二十、二十三节） 

▲合力范数作用是宇宙膨胀的原动力，合力范数作用源自宇宙全部物质对其中任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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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共同作用，这种作用由引力子流传递，引力子流辐射的瞬时性又源于镜像宇宙全同性

操作，因而宇宙膨胀也可追溯到镜像宇宙。（参见第二十三、二十五节） 

▲镜像宇宙以其全息性和超空间速度遍历宇宙并形成宇宙背景辐射，镜像宇宙是宇宙

背景辐射的辐射源。（参见第二十六节） 

▲基本电荷源自镜像宇宙的电磁共生态。（参见第五十二节） 

▲任一物体质量源自且等于宇宙全部物质超距辐射至该物体所属空间处引力子流能量

之总和与恒量速度平方之比。引力子流辐射的瞬时性源于镜像宇宙全同性操作。因而物体

质量的形成也可追溯到镜像宇宙。（参见第十九节） 

等等，诸如此类。所有这些内在一致和普遍性联系不仅反映了自然上帝与宇宙的统一

性，也反映出自然上帝与宇宙的逻辑自洽性。 

2，对自然上帝的实证性考察 

对自然上帝的实证性考察等同于对镜像宇宙的实证性考察。 

9.9 镜像宇宙实证性考察 

对镜像宇宙的实证性考察至少可以从五个方面进行。第一，以质能方程作为考察依据

对镜像宇宙的客观性进行考察。第二，以量子纠缠超光速现象为依据判定镜像宇宙的客观

性。第三，以镜像宇宙诸物理特性量值及其1.0083̇ × 1093 倍放大值与已有物理实验和天文

观测结果具有的一致符合性为依据判定镜像宇宙的客观性。第四，以基本电荷和 CMB 物

理特性观测数据为判据判定镜像宇宙的客观性。第五，基于 CST 模型对镜像宇宙物理特性

作出的四个理论预测，对此四项理论预测的实验验证将成为镜像宇宙客观性的直接证据。 

9.9.1 以质能方程为依据进行考察 

质能方程𝐸⊙ = 𝑀⊙𝑐
2 是质量定理𝑀⊙ =

∑𝐸𝑗,⊙

𝑣𝐺
2 =

𝐸𝑈⊙

𝑣𝐺
2  及其推论𝐸⊙ = 𝐸U⊙ 成立的判定依据，

质能方程已经得到物理实验的反复验证，且质能方程可独立于相对论获取。从质量定理证

明过程可以看出，质量定理成立的前提是𝐺𝑖
■流辐射的瞬时性，而该瞬时性缘于镜像宇宙全

同性操作。镜像宇宙是宇宙中唯一具有超空间速度的实体化存在，正是因为镜像宇宙的存

在才使得𝐺𝑖
■流辐射具有瞬时性或超距性，并因此保证了质量定理的成立。所以，质量定理

和质能方程是对镜像宇宙客观性的一个间接性证实。（参见第十二、十九节） 

注：质能方程可独立于相对论而获取。也即，质能方程的成立可不受相对论的限制。参见

质能方程的获取。 

9.9.2  以量子纠缠超光速现象为依据进行考察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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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物体和粒子（物质）的运动速度均不大于光速常数c  。宇宙信息随镜像宇宙一同

进行超距性传输，宇宙信息属于非实体化存在，不属于实体化存在更不是物质。镜像宇宙

是宇宙中唯一具有超空间速度的非物质性实体化存在。量子纠缠现象具有超光速属性已被

许多物理实验验证为真，这也构成对镜像宇宙客观性的间接性证实。（参见第十四、五十

一节） 

9.9.3 以天文观测数据为依据进行考察 

现代宇宙学对宇宙总体物理量的天文观测数据不是很多，除了CMB观测数据外，其

它数据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而且在这些观测数据中，有的属于在其它天文观测数

据基础之上通过理论分析所得出的估算结果。 

如前述，根据镜像宇宙具有的物理特性并根据镜像宇宙方程和虚无作用方程可求解宇

宙诸总体物理量的理论值，其中包括今天宇宙具有的下述六个物理量的理论值。（参见第

九节、第三十九节---第五十二节） 

表 8宇宙六个物理量理论值与观测值（估算值）比较 

总体物理量 观测值或估算值 CST模型理论值 

宇宙总质量 1053𝑘𝑔？ 4.2145 × 1053𝑘𝑔 

宇宙半径 1026𝑚？ 3.1254 × 1026𝑚（330 亿光年） 

宇宙年龄 1.38 × 1010年？ 3.3036 × 1010年（330 亿年） 

宇宙平均质量密

度 

10−27𝑘𝑔𝑚−3？ 3.2951 × 10−27𝑘𝑔𝑚−3 

CMB温度 2.72548𝐾 2.7250𝐾（依据观测值的取值） 

宇宙膨胀常数 𝐻0 = 48~71𝑘𝑚𝑠
−1𝑀𝑝𝑐−1？ 𝑍𝐶(𝑛) = 

29.617𝑘𝑚𝑠−1𝑀𝑝𝑐−1 

上述观测值或估算值是现代宇宙学基于天文观测数据并通过理论分析对相关物理量的

认识结果，并认为是对可观测宇宙的测量值或估算值，其中 CMB 温度具有很高测量精度。

CMB 温度是 CST 模型计算今天宇宙常数物理实验依据，理论取值2.7250𝐾。CST 模型理

论值表示全宇宙而不限于可观测宇宙相应的物理量量值，上述五项理论值精度与2.7250𝐾

精度均相同，消除了观测值或估算值的不确定性。宇宙膨胀常数理论值与观测值（哈勃常

数）存在较大差异，这也是现代宇宙学对宇宙年龄估算值偏小的原因。在12.6节对此差异

给出分析并得出今天宇宙膨胀常数为29.617𝑘𝑚𝑠−1𝑀𝑝𝑐−1，且宇宙年龄为 330 亿年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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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第四十九、五十七节） 

尽管上述观测值和估算值均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但理论值与观测值或估算值在

数量级上具有一致符合性，这种数量级的一致符合性可作为对镜像宇宙客观性的间接证实。 

9.9.4  以基本电荷和CMB观测数据为依据进行考察 

9.6 节证明基本电荷由镜像宇宙生成，理论计算结果与观测值符合。8.8 节和 13.1.2

节论述镜像宇宙是CMB的辐射源，今天镜像宇宙规定了CMB的基本物理特性，如下表中

所示。两者的一致符合性可作为镜像宇宙客观性的物理学举证，也即，基本电荷和 CMB

观测数据构成对镜像宇宙客观性的实证性依据。（参见第五十、五十二节） 

表 9基本电荷和CMB观测数据和理论值 

物理量 今天镜像宇宙特性值 基本电荷和CMB理论值或观测值 

电荷 ± 1.6003244134 × 10−19𝐶 ±1.60217662 × 10−19𝐶 

速度 𝑣𝑠𝑠(𝑛) = 2.3179 × 10
69𝑚𝑠−1 CMB遍历全宇宙（观测结果） 

温度 𝑇𝑈𝑃(𝑛) = 2.7250𝐾 𝑇 = 2.72548𝐾（观测值） 

峰值频率 α 𝑓𝑈𝑃(𝑛) = 1.6034 × 10
11𝐻𝑧 1.6020 × 1011𝐻𝑧（理论值） 

光子均能 10

2
𝐸𝑈𝑃(𝑛) = 1.8808 × 10

−22𝐽 1.0163 × 10−22𝐽理论值） 

峰值波长 𝜆𝑈𝑃(𝑛)

5
=1.0558𝑚𝑚 1.06𝑚𝑚（理论值） 

能量密度 𝑁(𝑇)
10

2
𝐸𝑈𝑃(𝑛) 

= 7.72 × 10−14𝐽𝑚−3 

4.17 × 10−14𝐽𝑚−3（理论值） 

9.9.5 镜像宇宙客观性的进一步物理实验验证 

根据 CST 模型给出的理论预测，对镜像宇宙的物理实验验证至少有如下四种方案。其

中任何一项物理实验结果如与理论预测符合，都将成为镜像宇宙客观性的直接证据。（参

见第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节） 

▲对真空电流25.3238 × 10−3𝐴的物理实验验证。 

▲对今天镜像力9.2991 × 1011𝑁的物理实验验证。 

▲对CMB光谱峰值频率
+4.850𝐻𝑧

年
或

+48.50𝐻𝑧

10年
增加值的物理实验验证【13.4 节】。 

▲对CMB不可屏蔽性的物理实验验证【13.5 节】。 

根据上述考察结果可确认；镜像宇宙是一个客观存在，故自然上帝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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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N-God法则之推论 01：超距作用 

自然上帝规定了一种基本物理作用---超距作用。这种规定性由镜像宇宙全同性操作引

发的引力子流超距辐射得以实现，并因此形成超距作用。 

1，超距作用定义 

超距作用是与距离无关且物体之间通过引力子流超距辐射瞬间产生相互作用力或物理

效应的一种基本物理作用。 

注：瞬间是一个时间量并等于恒量时间，可由普朗克时间近似表达。 

2，超距作用的量化指标 

超距作用具有两个物理特性：超空间速度和最大作用距离。超空间速度是镜像速度在

虚无作用下生成的一个实体化速度，物理表征镜像宇宙在实体化宇宙中的运动速度，超空

间速度的物理含义是：镜像宇宙在一个恒量时间内可到达宇宙中任何位置，即使该位置位

于宇宙半径处。超空间速度数学表述为： 

{
 
 

 
 𝑣𝑠𝑠(𝑖) = 𝑣𝑈𝑃(𝑖) × 1.0083̇ × 10

93 = 𝑖 × 𝑣𝐺
𝑣𝑠𝑠(𝑛) = 𝑛 × 𝑣𝐺 = 2.3179 × 10

69𝑚𝑠−1

其中，𝑣𝑠𝑠(𝑖) −超空间速度，𝑣𝑈𝑃(𝑖) −镜像速度，𝑣𝐺 −恒量速度

宇宙量子数𝑖 = 1,2,3,… , 𝑛, … ,1.0083̇ × 1093；𝑛 = 7.7266 × 1060是今天宇宙常数。}
 
 

 
 

 

9 − 9 式 

超空间速度既是超距作用的传递速度，也是宇宙信息的传输速度。需指出，超空间速

度不是任何物体的运动速度，也不是载体信息的传输速度。 

超距作用的最大作用距离等于宇宙半径并等于宇宙量子数与恒量长度之积。即，

𝑅𝑈(𝑖) = 𝑖𝐿𝐺 且 𝑅𝑈(𝑛) = 𝑛𝐿𝐺 = 3.1254 × 10
26𝑚 

3，超距作用形成的物理机制 

超距作用形成的物理机制即是镜像宇宙全同性操作，即通过镜像宇宙具有的超空间速

度实现宇宙信息超距传输，并通过QSG占据态的瞬时性实现物体之间的超距性关联。 

4，超距作用的物理形式 

超距作用产生的相互作用力包括但不限于万有引力、万有斥力（绝对力）、合力范数

作用等。超距作用产生的物理效应包括但不限于引力子流超距辐射、物体超距性关联、物

体质量的形成、量子纠缠等。 

根据Gi
■ 流超距辐射原理、质量定理及其推论可知，宇宙中所有物体之间因𝐺𝑖

■ 流辐射

而普遍具有物质性（𝐺𝑖
■ 流）关联。Gi

■ 流辐射超距性导致其中任一物体质量或距离的改变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8.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8.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2.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8.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3.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7.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7.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0.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43.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2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46.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46.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4.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5.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5.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4.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5.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4.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4.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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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瞬间引起宇宙中其它所有物体运动状态发生相应变化。因这种物质性关联是超距发生的，

故将所有物体具有的这种物质关联性称为物体超距性关联。任意两物体或粒子之间的引力

子流辐射不是引力子流的机械运动，而是由镜像宇宙全同性操作所致，这与引力子本身的

运动速度无关。物体超距性关联属于超距物理作用（超距作用）。 

            十五，N-God法则之推论 02：宇宙同权性原理 

自然上帝规定宇宙所有位置同权。这种规定性可由宇宙同权性原理表述。宇宙同权性

原理是 UPHY 第二定律的一个推论，也是对哥白尼原则和宇宙学原理的进一步发展。宇宙

同权性原理为宇宙学提供了一种上帝视角。 

该原理陈述为：宇宙中所有位置均为宇宙学同权。 

宇宙学同权系指同一观察者在实体化宇宙中任何位置观测到的诸普适性宇宙现象都是

一样的；获知的宇宙诸总体物理量、诸镜像物理量、诸恒量物理量、诸基元物理量均分别

相等；所有这些结果与观察者在宇宙中位置无关、与观察者所处物理参照系及其运动状态

无关、与观察者为描述它们所建立的数学坐标系无关。 

14.2  宇宙同权性的基本特征 

▲对于任一位置 A，实体化宇宙中总存在另一位置 B，相对于位置 B，位置 A 位于宇宙半

径处。即，实体化宇宙中所有位置均位于宇宙半径处并同时保持它们三维空间位置关系。

这种同权性缘于镜像宇宙全同性操作和实体化宇宙具有的 10维时空属性【14.5 节】。 

▲宇宙三维空间各处均有
𝑑𝑅𝑈(𝑖)

𝑑𝑡
≡ 𝑣𝐺，其中𝑅𝑈(𝑖) =  𝑖 × 𝐿𝐺为宇宙半径，𝑣𝐺为恒量速度。 

▲宇宙膨胀常数在宇宙各处均相等且等于𝑍𝐶(𝑖) =
2.2884×1062

𝑖
𝑘𝑚𝑠−1𝑀𝑝𝑐−1。 

▲相距为宇宙半径的两个观察者对对方退行速度的观测结果相同：对方以光速𝑐远离。与地

球相距为宇宙半径的观察者同样观测到：地球以光速𝑐在远离。 

▲宇宙各处绝对时间相同且等于宇宙年龄𝑡𝑈(𝑖) = 𝑖 × 𝑡𝐺。 

▲宇宙各处固有时间【14.3.4 节】相同并等于绝对时间增量∆𝑡𝑈(𝑖) = ∆𝑖 × 𝑡𝐺。 

▲宇宙所有物体和粒子均以恒量速度做绝对运动（宇宙背景运动）。 

▲宇宙温度各处相同并等于镜像宇宙温度𝑇𝑈𝑃(𝑖) = 𝑖 × 𝑇�⃛�，𝑇�⃛�表示绝对零度。 

▲宇宙在大尺度各处质量密度相同且等于宇宙平均质量密度𝜌𝑈(𝑖) =
3

4𝜋
𝑖−2𝜌𝐺。 

▲同一观察者在宇宙各处对诸总体物理量的观测或计算结果均分别相等。 

▲同一观察者在宇宙各处对诸镜像物理量的观测或计算结果均分别相等。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9.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8.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3.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3.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2.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4.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55.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48.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62.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2.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62.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3.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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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观察者在宇宙各处对诸恒量物理量的观测或计算结果均分别相等。 

▲同一观察者在宇宙各处对诸基元物理量的观测或计算结果均分别相等。 

▲万有引力常数𝐺、普朗克常数ℎ、玻尔兹曼常数𝑘𝐵、光速常数𝑐等所有完备物理常数具有

普适性，在宇宙各处均成立且量值恒定。 

▲物理学基本定律在宇宙各处均适用（物理定律的普适性）。 

十六，N-God法则之推论 03：宇宙信息及其分类 

8.5.1 宇宙信息定义 

宇宙信息是规定所有实体化存在全部属性的一种非实体化存在。 

8.5.2 信息分类及表达式 

宇宙信息的基本种类包括初始信息、基本信息、复合信息、单位信息等。 

▲基本信息是宇宙信息的最基本形式，量化表述为： 

{
 
 

 
 

𝐶𝐼𝑞(𝑖) =∏|𝑀𝐺|𝑠𝑗,𝑗−1
−2

𝑞

1

其中，𝐶𝐼𝑞(𝑖) −属于𝐺𝑖的基本信息，𝑞 −基本信息所含负二维时间的数量，

|𝑀𝐺| = 0. 5̇4̇ × 10
−7，𝑠 −单位时间，𝑗从𝑖中取值，𝑖 −宇宙量子数。 }

 
 

 
 

 

8 − 10 式 

基本信息表达式反映宇宙信息具有的链式结构。例如，𝐺5 具有的两个基本信息可表达

为𝐶𝐼5(5) = (1 −
1

1.0083̇×1093
)|𝑀𝐺|

5𝑠5,4
−2𝑠4,3

−2𝑠3,2
−2𝑠2,1

−2𝑠1,0
−2，𝐶𝐼6(5) = |𝑀𝐺|

6𝑠5,4
−2𝑠4,3

−2𝑠3,2
−2𝑠2,1

−2𝑠1,0
−2𝑠0,−1

−2  

▲复合信息由基本信息自发结合生成，量化表述为： 

{
𝐶𝐼𝑐(𝑖) =∑∏|𝑀𝐺|𝑠𝑗,𝑗−1

−2

𝑞

1

𝑝

2

其中，𝐶𝐼𝑐(𝑖) −属于𝐺𝑖的复合信息，𝑝为正整数且 p ≥ 2。

}8 − 11 式 

例如，上述两个基本信息可自发结合生成一个复合信息： 

(1 −
1

1.0083̇ × 1093
) |𝑀𝐺|

5𝑠5,4
−2𝑠4,3

−2𝑠3,2
−2𝑠2,1

−2𝑠1,0
−2 + |𝑀𝐺|

6𝑠5,4
−2𝑠4,3

−2𝑠3,2
−2𝑠2,1

−2𝑠1,0
−2𝑠0,−1

−2  

复合信息又可自发结合生成结构更为复杂的多级多阶复合信息。信息级是信息表达式

中下标最大数字。信息阶是复合信息表达式中基本信息的数量。 

▲单位信息是CST具有的全部信息之总和，使用符号𝐶𝐼𝑢(𝑖)表示，量化表述为：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64.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42.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42.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7.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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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𝐶𝐼𝑢(𝑖) = (1 −

𝑖

1.0083̇ × 1093
) |𝑀𝐺|𝑠𝑖,𝑖−1

−2 + |𝑀𝐺|𝑠𝑖,𝑖−1
−2 ∑|𝑀𝐺|𝑠𝑗,𝑗−1

−2 }

𝑖−1

𝑗=0

𝑆𝑇𝑉[𝐶𝐼𝑢(𝑖)] =  
1

1.0083̇ × 1093

其中，|𝑀𝐺|𝑠𝑖,𝑖−1
−2 − 𝐺𝑖−1的溢出信息，∑|𝑀𝐺|𝑠𝑗,𝑗−1

−2 }

𝑖−1

𝑗=0

−宇宙信息体。
}
 
 
 
 

 
 
 
 

 

8 − 12 式 

表达式|𝑀𝐺|𝑠𝑖,𝑖−1
−2  具有两个含义。表示𝐶𝑖−1 产生的溢出信息；表示𝐺𝑖 的单位信息。单位

信息由𝐺𝑖−1 溢出信息自行复制宇宙已有所有信息而生成，单位信息本身也是一个宇宙信息。

在不与溢出信息混淆的情况下，单位信息又可表述为： 

{
 
 

 
 𝐶𝐼𝑢(𝑖) = |𝑀𝐺|𝑠𝑖,𝑖−1

−2

𝑆𝑇𝑉[𝐶𝐼𝑢(𝑖)] =  
1

1.0083̇ × 1093

其中，|𝑀𝐺|𝑠𝑖,𝑖−1
−2 表示𝐶𝑖的单位信息。}

 
 

 
 

8 − 13 式 

据此并根据8 − 9 式，任一CST又可简化表述为 

{

𝐺𝑖 = 𝑈𝑛 × |𝑀𝐺|𝑠𝑖,𝑖−1
−2

𝑆𝑇𝑉（𝐺𝑖） = 1

其中，|𝑀𝐺|𝑠𝑖,𝑖−1
−2 表示𝐶𝑖的单位信息，𝑈𝑛 −单位虚无。

}8 − 14 式 

宇宙基础方程8 − 7 式中宇宙本体方程采用了这种单位信息的表达形式。 

8.5.3 信息的基本属性 

▲信息是一种非实体化存在。在虚无作用下，信息物化为实体化存在。 

▲信息具有自行复制、自动升级和自发结合等固有属性；。 

▲信息随镜像宇宙一同以超空间速度传输。 

▲信息具有数值属性，并由特定数值表示。 

▲𝐺𝑖具有的基本信息数量等于2
𝑖个。 

例如，𝐺5具有2
5 = 32个基本信息，并表述为： 

(1 −
5

1.0083̇×1093
) |𝑀𝐺|

1𝑠5,4
−2 |𝑀𝐺|

2𝑠5,4
−2𝑠0,−1

−2  

+(1 −
1

1.0083̇ × 1093
) |𝑀𝐺|

2𝑠5,4
−2𝑠1,0

−2 + |𝑀𝐺|
3𝑠5,4
−2𝑠1,0

−2𝑠0,−1
−2  

+(1 −
2

1.0083̇ × 1093
) |𝑀𝐺|

2𝑠5,4
−2𝑠2,1

−2 + |𝑀𝐺|
3𝑠5,4
−2𝑠2,1

−2𝑠0,−1
−2  

+(1 −
1

1.0083̇ × 1093
) |𝑀𝐺|

3𝑠5,4
−2𝑠2,1

−2𝑠1,0
−2 + |𝑀𝐺|

4𝑠5,4
−2𝑠2,1

−2𝑠1,0
−2𝑠0,−1

−2  

+(1 −
3

1.0083̇ × 1093
) |𝑀𝐺|

2𝑠5,4
−2𝑠3,2

−2 + |𝑀𝐺|
3𝑠5,4
−2𝑠3,2

−2𝑠0,−1
−2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3.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8.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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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

1.0083̇ × 1093
) |𝑀𝐺|

3𝑠5,4
−2𝑠3,2

−2𝑠1,0
−2 + |𝑀𝐺|

4𝑠5,4
−2𝑠3,2

−2𝑠1,0
−2𝑠0,−1

−2  

+(1 −
2

1.0083̇ × 1093
) |𝑀𝐺|

3𝑠5,4
−2𝑠3,2

−2𝑠2,1
−2 + |𝑀𝐺|

4𝑠5,4
−2𝑠3,2

−2𝑠2,1
−2𝑠0,−1

−2  

+(1 −
1

1.0083̇ × 1093
) |𝑀𝐺|

4𝑠5,4
−2𝑠3,2

−2𝑠2,1
−2𝑠1,0

−2 + |𝑀𝐺|
5𝑠5,4
−2𝑠3,2

−2𝑠2,1
−2𝑠1,0

−2𝑠0,−1
−2  

+(1 −
4

1.0083̇ × 1093
) |𝑀𝐺|

2𝑠5,4
−2𝑠4,3

−2 + |𝑀𝐺|
3𝑠5,4
−2𝑠4,3

−2𝑠0,−1
−2  

+(1 −
1

1.0083̇ × 1093
) |𝑀𝐺|

3𝑠5,4
−2𝑠4,3

−2𝑠1,0
−2 + |𝑀𝐺|

4𝑠5,4
−2𝑠4,3

−2𝑠1,0
−2𝑠0,−1

−2  

+(1 −
2

1.0083̇ × 1093
) |𝑀𝐺|

3𝑠5,4
−2𝑠4,3

−2𝑠2,1
−2 + |𝑀𝐺|

4𝑠5,4
−2𝑠4,3

−2𝑠2,1
−2𝑠0,−1

−2  

+(1 −
1

1.0083̇ × 1093
) |𝑀𝐺|

4𝑠5,4
−2𝑠4,3

−2𝑠2,1
−2𝑠1,0

−2 + |𝑀𝐺|
5𝑠5,4
−2𝑠4,3

−2𝑠2,1
−2𝑠1,0

−2𝑠0,−1
−2  

+(1 −
3

1.0083̇ × 1093
) |𝑀𝐺|

3𝑠5,4
−2𝑠4,3

−2𝑠3,2
−2 + |𝑀𝐺|

4𝑠5,4
−2𝑠4,3

−2𝑠3,2
−2𝑠0,−1

−2  

+(1 −
1

1.0083̇ × 1093
) |𝑀𝐺|

4𝑠5,4
−2𝑠4,3

−2𝑠3,2
−2𝑠1,0

−2 + |𝑀𝐺|
5𝑠5,4
−2𝑠4,3

−2𝑠3,2
−2𝑠1,0

−2𝑠0,−1
−2  

+(1 −
2

1.0083̇ × 1093
) |𝑀𝐺|

4𝑠5,4
−2𝑠4,3

−2𝑠3,2
−2𝑠2,1

−2 + |𝑀𝐺|
5𝑠5,4
−2𝑠4,3

−2𝑠3,2
−2𝑠2,1

−2𝑠0,−1
−2  

+(1 −
1

1.0083̇ × 1093
) |𝑀𝐺|

5𝑠5,4
−2𝑠4,3

−2𝑠3,2
−2𝑠2,1

−2𝑠1,0
−2 + |𝑀𝐺|

6𝑠5,4
−2𝑠4,3

−2𝑠3,2
−2𝑠2,1

−2𝑠1,0
−2𝑠0,−1

−2  

▲宇宙信息具有链式结构并可二进制编码。信息链式结构是由一系列具有不同下标的

负二维时间连积构成。宇宙信息可进行1.0083̇ × 1093 位二进制编码。例如，今天宇宙存在

一个基本信息|𝑀𝐺|
7𝑠𝑛,𝑛−1
−2 𝑠5,4

−2𝑠4,3
−2𝑠3,2

−2𝑠2,1
−2𝑠1,0

−2𝑠0,−1
−2 ，其二进制编码为： 

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111111 

           ↓                       

第𝑛 + 1位 

（共1.0083̇ × 1093位） 

十七，N-God法则之推论 04：全息事件和宇宙全息图像 

8.6.1 全息事件和全宇宙事件 

宇宙信息在虚无作用下被物化并放大1.0083̇ × 1093 倍生成全息事件。全息事件是一种

实体化存在。全息事件分为基本全息事件、复合全息事件、全宇宙事件等。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9.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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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全息事件：𝑈𝑛 ×∏|𝑀𝐺|𝑠𝑗,𝑗−1
−2

𝑞

1

复合全息事件：𝑈𝑛 ×∑∏|𝑀𝐺|𝑠𝑗,𝑗−1
−2

𝑞

1

𝑝

2

全宇宙事件：𝑈𝑛 × {(1 −
𝑖

1.0083̇ × 1093
) |𝑀𝐺|𝑠𝑖,𝑖−1

−2 + |𝑀𝐺|𝑠𝑖,𝑖−1
−2 ∑|𝑀𝐺|𝑠𝑗,𝑗−1

−2 }

𝑖−1

𝑗=0

其中，𝑈𝑛 −单位虚无，∑|𝑀𝐺|𝑠𝑗,𝑗−1
−2 }

𝑖−1

𝑗=0

−宇宙信息体。。
}
 
 
 
 
 
 

 
 
 
 
 
 

8 − 15 式 

注：全息事件是组成物理事件（发生事情）的基本物理单元。 

8.6.2 宇宙全息图像 

宇宙全息图像是由𝐺𝑖产生的所有全息事件共同组成的一种实体化存在。使用符号𝐶𝐻𝐼(𝑖)

表示宇宙全息图像，且有 

𝐶𝐻𝐼(𝑖) = 𝑈𝑛{(1 −
𝑖

1.0083̇ × 1093
) |𝑀𝐺|𝑠𝑖,𝑖−1

−2 + |𝑀𝐺|𝑠𝑖,𝑖−1
−2 ∑|𝑀𝐺|𝑠𝑗,𝑗−1

−2 }

𝑖−1

𝑗=0

  

8 − 16 式 

宇宙全息图像即是全宇宙事件，具有但不限于如下基本性质： 

▲𝐶𝐻𝐼(𝑖)不是物质，而是一种实体化存在。 

▲ 𝐶𝐻𝐼(𝑖)帧率等于恒量频率，其量值为0.741619848709…× 10
43𝑓𝑝𝑠。 

▲每一帧𝐶𝐻𝐼(𝑖)具有的持续性由恒量时间物理表征𝑡𝐺 = 1.3483…× 10
−43𝑠。 

▲ 𝐶𝐻𝐼(𝑖)的时空数值恒等于1。即，𝑆𝑇𝑉{𝐶𝐻𝐼(𝑖)} ≡ 1。 

▲𝐶𝐻𝐼(𝑖) 显现并随即并列地凝聚生成各种物理元素，并由这些所有物理元素共同凝聚为物

质。诸物理元素的量等于相应的恒量物理量或特定数量的恒量物理量。每一帧𝐶𝐻𝐼(𝑖) 凝聚

生成的物质质量均相等且等于恒量质量𝑀𝐺 = 0. 5̇4̇ × 10
−7𝑘𝑔，并以𝑖个Gi

■分布【10.1 节】。 

𝐶𝐻𝐼(𝑖) 帧率太大而无法直接观测。不过，还是可以过过自然现象去了解它的客观性。

下面通过一段虚拟对话帮助读者了解𝐶𝐻𝐼(𝑖)，体会宇宙全息图像： 

Phy：你很悠闲地在散步，一秒钟走一步。用高速摄像机拍摄这一步，然后按照正常

速度播放（约 24 帧/秒），会发现这一步是由一系列存在微小差异的静止图像组成的。目

前，最高速摄像机可拍摄 3.85 万亿帧/秒（约1012𝑓𝑝𝑠 ）的视频图像。也是是说，你出出

的这一步可被这种摄像机分解为3.85 × 1012 帧静止面面，其中相邻静止面面均存在非常微

小的且肉眼无法分辨的差异。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3.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3.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3.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2.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7.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3.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20.html


 46 / 118 

 

Phi：这个道理我懂。那么在自然状态下，这一步究竟是由多少帧静止面面组成的？

换言之，宇宙运行会将我出出的这一步分解成为多少帧静止面面？ 

Phy：时间（一维时间）是量子化的，其基本份额等于恒量时间1.348399724926…×

10−43𝑠 。一秒钟时间量包含7.416198487095662…× 1042 个恒量时间，这决定了宇宙运行

必然将你出出的这一步分解为相同数量的静止图像，其中每一帧静止图像即是一个全息事

件。这一步所属的每一个全息事件是静止的，也是全息性的，其中每一全息事件不仅有你

正在出出这一步的静止图像，还包括你腿部每一块肌肉、每一条神经、每一根血管、每一

个细胞、每一个 DNA…,直至每一个𝐺𝑖
■的静止图像。你出出的这一步并不能无限分解下去，

而是分解到全息事件为止，这如同物质不能无限分割，而是分到𝐺𝑖
■为止。 

Phi：明白了。我出出的这一步与宇宙中其它所有事物具有相同道理。一片树叶在随

风摆动、一个细胞正在分裂、一对正负电子在湮灭、昨夜一颗流星在夜空中划过，明日太

阳将正在东方冉冉升起…，所有这些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在单位时间的

动态图像同样都是由7.4161984…× 1042 帧静止面面组成的。在同一宇宙量子数下，宇宙

中所有事物的全息事件共同组成一幅全宇宙的静止面面，这幅静止面面是是宇宙全息图像。 

十八，N-God法则之推论 05：宇宙信息方程 

宇宙信息方程是太极方程的导出方程，是将太极方程中包含的所有CST 表达式逐级全

部展开后的结果（作为示范，8.5.3 节出示了𝐺5 的全部展开结果）。宇宙信息方程表达为： 

{
 
 
 
 
 
 
 
 

 
 
 
 
 
 
 
 

𝐶𝐼𝑢(𝑖) = (1 −
𝑖

1.0083̇ × 1093
) |𝑀𝐺|𝑠𝑖,𝑖−1

−2 + |𝑀𝐺|𝑠𝑖,𝑖−1
−2 ∑|𝑀𝐺|𝑠𝑗,𝑗−1

−2

𝑖−1

𝑗=0

𝐺𝑖 = 𝑈𝑛 × 𝐶𝐼𝑢(𝑖) = 𝑈𝑛{(1 −
𝑖

1.0083̇ × 1093
) |𝑀𝐺|𝑠𝑖,𝑖−1

−2 + |𝑀𝐺|𝑠𝑖,𝑖−1
−2 ||∑|𝑀𝐺|𝑠𝑗,𝑗−1

−2 }

𝑖−1

𝑗=0

∑𝐺𝑗

𝑖−1

𝑗=0

= 𝑈𝑛∑{(1−
𝑗

1.0083̇ × 1093
) |𝑀𝐺|𝑠𝑗,𝑗−1

−2 + |𝑀𝐺|𝑠𝑗,𝑗−1
−2 ∑|𝑀𝐺|𝑠𝑘,𝑘−1

−2

𝑗−1

𝑘=0

}

𝑖−1

𝑗=0

其中，𝐺𝑖 −第𝑖个 CST，𝐶𝐼𝑢(𝑖) −单位信息，∑𝐺𝑗

𝑖−1

𝑗=0

−宇宙本体

∑|𝑀𝐺|𝑠𝑗,𝑗−1
−2

𝑖−1

𝑗=0

−宇宙信息体，𝑈𝑛 −单位虚无，𝑖 −宇宙量子数，𝑗从𝑖中取值。
}
 
 
 
 
 
 
 
 

 
 
 
 
 
 
 
 

 

8 − 9 式 

宇宙信息方程表达 CST 和宇宙本体具有的全部基本信息，基本信息是宇宙信息的最基

本形式。对于任一CST，𝐺𝑖所含基本信息数量等于2
𝑖。宇宙本体等于已经产生的CST之和，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8.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9.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9.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8.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3.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7.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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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宇宙本体所含基本信息总数量等于∑ 2𝑗𝑖−1
𝑗=0 。 

宇宙信息方程表明，物质世界同时具有另外一种存在状态：相对于虚无的全信息态。

该结论的哲学含义是：世界的本质是宇宙信息。  

十九，N-God法则之推论 06：质量定理 

质量定理揭示出宇宙中任一物体与其它所有物体之间的一种量化关系。根据引力子流

超距辐射原理和宇宙总质量、宇宙半径、宇宙瞬时三维空间总量解可获得质量定理。 

宇宙全部物质超距性辐射的Gi
■ 流在某一空间区域汇聚并形成物体或粒子。即所有物体

和粒子都是特定的QSG占据态【7.3节】，物体和粒子质量因此而形成，并由质量定理描述。 

4.1 质量定理 

{
 
 
 
 

 
 
 
 
任一物体质量𝑀⊙源自且等于宇宙全部物质超距辐射至该物体所属空间处

𝐺𝑖
■流能量之总和与恒量速度平方之比。

𝑀⊙ =
∑𝐸𝑗,⊙

𝑣𝐺2
=
𝐸𝑈⊙
𝑣𝐺2

=
𝐸𝑈⊙
𝑐2

其中，𝐸𝑗,⊙ −宇宙中其它物体𝑚𝑗辐射至该物体𝑀⊙所属空间处𝐺𝑖
■流能量，

𝐸𝑈⊙ −宇宙全部物质辐射至该物体所属空间处𝐺𝑖
■流能量之总和，。

𝑀⊙ −物体质量，𝑣𝐺 −恒量速度，𝑐 −光速常数。 }
 
 
 
 

 
 
 
 

 

4 − 1 式 

4.2 质量定理证明 

设，一物体质量为𝑀⊙，宇宙全部物质辐射至该物体所属空间的𝐺𝑖
■流能量总和为

𝐸𝑈⊙。基于Gi
■流辐射的瞬时性（超距性），并根据Gi

■流辐射能量方程−Ⅰ，则有， 

{
 
 

 
 𝐸𝑈⊙ =∑𝐸𝑗,⊙ =∑𝑆𝑇𝑉(

𝑀⊙𝑚𝑗

𝑅𝑗,⊙
)𝐽𝐺 = 𝑆𝑇𝑉(𝑀⊙)𝐽𝐺∑𝑆𝑇𝑉 (

𝑚𝑗

𝑅𝑗,⊙
)

其中，𝑅𝑗,⊙ −物体𝑚𝑗与物体𝑀⊙之间距离，𝑚𝑗 −物体𝑚𝑗质量，𝑀⊙ −物体𝑀⊙质量，

𝐸𝑗,⊙ −宇宙中任一物体辐射至该物体所属空间处的𝐺𝑖
■流能量，𝐽𝐺 −恒量能量。 }

 
 

 
 

 

4 − 2式 

根据引力子流辐射超距性且宇宙瞬时三维空间总量的何何形状恒为球体且球体半径等

于宇宙半径【8.8.5节】，则有，宇宙全部物质辐射至物体𝑀⊙所属空间处𝐺𝑖
■流能量之总和等效

于将宇宙全部物质集中放置于球心辐射至位于宇宙半径处该物体所属空间的𝐺𝑖
■流能量。 

{
𝐸𝑈⊙ = ∑𝐸𝑗,⊙ = 𝑆𝑇𝑉(𝑀⊙)𝐽𝐺 ∑𝑆𝑇𝑉 (

𝑚𝑗

𝑅𝑗,⊙
) = 𝑆𝑇𝑉(𝑀⊙)𝐽𝐺𝑆𝑇𝑉 [

𝑀𝑈(𝑖)

𝑅𝑈(𝑖)
]

其中，𝑀𝑈(𝑖) −宇宙总质量，𝑅𝑈(𝑖) −宇宙半径，
}4 − 3式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9.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4.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0.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3.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4.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4.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2.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2.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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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4-3式进行多维时空结构分析：将𝑀𝑈(𝑖) = 𝑖𝑀𝐺
【8.8节】，𝑅𝑈(𝑖) = 𝑖𝐿𝐺

【8.8节】，

𝐽𝐺 =
1

𝑆𝑇𝑉(|𝐺|𝑚5𝑠−4)
|𝐺|𝑚5𝑠−4，𝑀⊙ = |𝑀⊙|𝑘𝑔，𝑆𝑇𝐶(𝑘𝑔) = |𝐺|𝑚

3𝑠−2等结果代入该式得

𝐸𝑈⊙ =
1

𝑆𝑇𝑉(|𝐺|𝑚5𝑠−4
|𝐺|𝑚5𝑠−4𝑆𝑇𝑉 (

|𝑀⊙||𝐺|𝑚
3𝑠−2×𝑖×|𝑀𝐺||𝐺|𝑚

3𝑠−2

𝑖×|𝐿𝐺|𝑚
) =

|𝑀⊙|𝑆𝑇𝑉 (
|𝑀𝐺||𝐺|

|𝐿𝐺|
) |𝐺|𝑚5𝑠−4。 

而𝑆𝑇𝑉(
|𝑀𝐺||𝐺|

|𝐿𝐺|
) = 𝑆𝑇𝑉 [

(|𝐺|𝑚3𝑠−2)−1|𝐺|

𝑚−1 ] = 𝑆𝑇𝑉(𝑚−2𝑠2) = |𝑣𝐺|
2，故有， 

𝐸𝑈⊙ = ∑𝐸𝑗,⊙ = |𝑀⊙|(|𝐺|𝑚
3𝑠−2)(|𝑣𝐺|

2𝑚2𝑠−2)。因|𝑀⊙|(|𝐺|𝑚
3𝑠−2) = |𝑀⊙|𝑘𝑔 = 𝑀⊙，

|𝑣𝐺|
2𝑚2𝑠−2 = 𝑣𝐺

2，于是得𝐸𝑈⊙ = ∑𝐸j,⊙ = 𝑀⊙𝑣𝐺
2。也即，𝑀⊙ =

∑𝐸𝑗,⊙

𝑣𝐺
2 =

𝐸𝑈⊙

𝑣𝐺
2 =

𝐸𝑈⊙

𝑐2
。 

证毕。 

4.3 质量定理推论 

{

任一物体总能量源自且等于宇宙全部物质辐射至该物体所属空间处𝐺𝑖
■流能量之总和。

𝐸⊙ = 𝐸U⊙

其中𝐸⊙ −物体总能量，𝐸U⊙ −宇宙全部物质辐射至该物体所属空间处𝐺𝑖
■流能量之总和。

} 

4 − 4 式 

证明：根据质能方程，任一物体𝑀⊙的总能量𝐸⊙ = 𝑀⊙𝑐
2或𝑀⊙ =

𝐸⊙

𝑐2
，比较该结果与4-1式，

必有𝐸⊙ = 𝐸𝑈⊙。证毕。 

注：质能方程可不依赖相对论而获取。也即，质能方程的成立可不受相对论限制。可参见

MS制物理单位定义系统中 1.8.5 质能方程获取。 

二十，N-God法则之推论 07：万有斥力和万有引力的生成机制 

万有引力简称引力，万有斥力即是绝对力。绝对力、引力和物体质量是超距辐射𝐺𝑖
■ 流

同时产生的三种物理效应。引力产生于任意两物体之间相互等量辐射的𝐺𝑖
■流和空间膨胀。

即，任意两物体之间相互等量辐射的𝐺𝑖
■流能量𝐸1,2(𝑖) =

1

𝑖
𝑁𝑔1𝑁𝑔2𝑆𝑇𝑉(

1

𝑅
) 𝑒𝑔(𝑖)因宇宙一维空

间恒定增长率
𝑑𝑅𝑈(𝑖)

𝑑𝑡
≡ 𝑣𝐺 = 𝑐 而产生𝐺𝑖

■ 流瞬时功率𝑊1,2(𝑖) =
𝑑𝐸1,2(𝑖)

𝑑𝑡
= −||𝐹1,2(𝑖)|| × 𝑣𝐺 ，其

中||𝐹1,2(𝑖)|| = 𝑆𝑇𝑉 (
𝑀1𝑀2

𝑅2
)𝑁𝐺 = 𝐺

𝑀1𝑀2

𝑅2
是绝对力，𝑣𝐺是空间膨胀速度。 

绝对力是由一方物体超距辐射𝐺𝑖
■ 流对对方物体产生的作用力，而对方物体必然对此

𝐺𝑖
■流产生反作用力。该反作用力大小与绝对力相等，作用方向沿此两物体中心连，并指向

该一方物体。在相对运动状态下，该反作用力物理表现为此两物体之间的引力。与此同时，

该一方物体辐射至对方物体所属空间处的𝐺𝑖
■流并入并成为对方物体的一部分（由质量定理

描述）。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55.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6.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2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5.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4.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4.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47.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4.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47.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5.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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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𝑊1,2(𝑖) =

𝑑𝐸1,2(𝑖)

𝑑𝑡
= −𝑆𝑇𝑉 (

𝑀1𝑀2
𝑅2

)𝑁𝐺 × 𝑣𝐺 = −||𝐹1,2(𝑖)|| × 𝑣𝐺 = 𝐹1,2 × 𝑣𝐺

𝐹1,2 = −||𝐹1,2(𝑖)|| = −𝑆𝑇𝑉 (
𝑀1𝑀2

𝑅2
)𝑁𝐺 = −𝐺

𝑀1𝑀2

𝑅2

其中，𝐸1,2(𝑖) − 𝐺𝑖
■流辐射能量，𝑊1,2(𝑖) − 𝐺𝑖

■流瞬时功率，

𝐹1,2 −引力，，𝐺||𝐹1,2(𝑖)|| −绝对力，−引力常数

𝑀1、𝑀2 −物体质量，𝑅 −物体间距，𝑣𝐺 −恒量速度，𝑁𝐺 −恒量力。 }
 
 
 

 
 
 

11 − 1 式 

因万有斥力和万有引力均产生于引力子流超距辐射，因而此两种基本作用力均是超距

作用。万有斥力用于形成合力范数作用，并为保持物体绝对运动作出一份贡献。万有引力

使得物体具有的绝对运动呈现为相对运动，并导致该基本作用力在相对状态下可被观测。 

二十一，N-God法则之推论 08：引力超距性 

引力产生的物质基础是任意两物体之间相互等量辐射的Gi
■ 流，而𝐺𝑖

■ 流辐射具有瞬时

性，导致引力是一种超距性物理作用。超距作用的量化指标是超空间速度速和最大作用距

离，引力传递速度等于超空间速度𝑣𝑠𝑠(𝑖)，引力最大作用距离等于宇宙半径𝑅𝑈(𝑖)。即， 

{
 
 

 
 引力传递速度等于𝑣𝑠𝑠(𝑖) = ||𝑣𝑈𝑃(𝑖)||(1.0083̇ × 10

93) = 𝑖 × 𝑣𝐺
且𝑣𝑠𝑠(𝑛) = 𝑛 × 𝑣𝐺 = 2.3179 × 10

69𝑚𝑠−1

引力最大作用距离等于𝑅𝑈(𝑖) = 𝑖 × 𝐿𝐺
其中，𝑣𝑠𝑠(𝑖) −超空间速度，||𝑣𝑈𝑃(𝑖)|| −镜像速度，𝑣𝐺 −恒量速度，𝑖 −宇宙量子数。}

 
 

 
 

 

11 − 2 式 

二十二，N-God法则之推论 09：引力量子性 

引力是量子化的，其量子性表现为引力量值是一份一份组成的，基本份额是第二𝐺𝑖
■ 力。

引力量子性表述为： 

{
  
 

  
 𝐹1,2 = −𝐺

𝑀1𝑀2
𝑅2

= −
𝑁𝑔1𝑁𝑔2

𝑘2
||𝐹𝑔2(𝑖)||

其中，𝐹1,2 −任意两物体之间的引力，𝑀1、𝑀2 −物体质量，𝑅 = 𝑘𝐿𝐺 −物体之间距离，

𝑁𝑔1、𝑁𝑔2 −物体所含𝐺𝑖
■数量，||𝐹𝑔2(𝑖)||| =

𝑁𝐺
𝑖2
 –第二𝐺𝑖

■力，

𝑁𝐺 −恒量力，𝐿𝐺 −恒量长度，𝐺 −引力常数，𝑘 −正整数，𝑖 −宇宙量子数。 }
  
 

  
 

 

11 − 3 式 

证 明 ： 根 据 缺  定 理 有 𝐹1,2 = 𝑆𝑇𝑉 (−𝐺
𝑀1𝑀2

𝑅2
)𝑁𝐺 = −𝑁𝑔1𝑁𝑔2𝑆𝑇𝑉 (

𝑀𝐺𝑀𝐺

𝑖2
1

𝑅2
)𝑁𝐺 =

−{𝑁𝑔1𝑁𝑔2𝑆𝑇𝑉 (
1

𝑅2
)}

𝑁𝐺

𝑖2
= −{𝑁𝑔1𝑁𝑔2𝑆𝑇𝑉 (

1

𝑅2
)} ||𝐹𝑔2(𝑖)||  。因距离𝑅 是一维空间物理量且一

维空间是量子化的【7.2 节】，基本份额为恒量长度，即𝑅 = 𝑘𝐿𝐺 ，其中𝑘 为正整数。代入上式

得𝐹1,2 = −{𝑁𝑔1𝑁𝑔2𝑆𝑇𝑉 (
1

𝑅2
)} ||𝐹𝑔2(𝑖)|| =

𝑁𝑔1𝑁𝑔2

𝑘2
||𝐹𝑔2(𝑖)|| 。因此，引力量值𝐹1,2 是量化子化

的，基本份额是第二𝐺𝑖
■力||𝐹𝑔2(𝑖)||，份数等于

𝑁𝑔1𝑁𝑔2

𝑘2
。证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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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力的今天量子性表述为𝐹1,2 = −𝐺
𝑀1𝑀2

𝑅2
= −

𝑁𝑔1𝑁𝑔2

𝑘2
(0.2032 × 10−77𝑁)。 

二十三，N-God法则之推论 10：合力范数作用 

12.1 合力范数作用方程 

宇宙所有物质对其中任一物体的绝对力之代数和是该物体的合力范数。将宇宙全部物

质对其中任一物体的这种物理作用定义为合力范数作用。合力范数作用由合力范数方程及

其运动方程表述。合力范数作用方程表达为： 

{
 
 
 

 
 
 

任一物体𝑚的合力范数等于该物体所含𝐺𝑖
■数量与第二𝐺𝑖

■力之积。

||𝐹𝑟𝑚(𝑖)|| =∑||𝐹𝑗𝑚|| =𝑁𝑔𝑚 × ||𝐹𝑔2(𝑖)||

其中，||𝐹𝑟𝑚(𝑖)|| −物体的合力范数， ||𝐹𝑗𝑚|| −宇宙中其它物体𝑚𝑗对该物体的绝对力，

𝑁𝑔𝑚 −物体𝑚所含𝐺𝑖
■数量， ||𝐹𝑔2(𝑖)|| =

𝑁𝐺
𝑖2
−第二𝐺𝑖

■力，𝑁𝐺 −恒量力，

宇宙量子数𝑖 = 1,2,3,… , 𝑛, … ,1.0083̇ × 1093；𝑛 = 7.7266 × 1060是今天宇宙常数。 }
 
 
 

 
 
 

 

12 − 1 式 

证明：设任一物体质量为𝑚 ，宇宙所有物质对该物体绝对力之代数和为||𝐹𝑟𝑚(𝑖)|| ，宇宙中

其它物体𝑚𝑗 对该物体绝对力为 ||𝐹𝑗𝑚|| 。根据绝对力公式有 ||𝐹𝑟𝑚(𝑖)|| = ∑ ||𝐹𝑗𝑚|| =

∑𝑆𝑇𝑉(
𝑚𝑗𝑚

𝑅𝑗,𝑚
2 )𝑁𝐺 ，其中，𝑅𝑗,𝑚 表示宇宙中其它物体𝑚𝑗 与该物体𝑚 之间的距离。根据宇宙同权

性原理，在大尺度上宇宙各处质量密度相同【14。2 节】，且根据宇宙诸物理量统一解，宇宙

瞬时三维空间总量何何形状恒为球体且球体半径等于宇宙半径。则有，宇宙全部物质对物

体𝑚 的绝对力之代数和等效于将宇宙全部物质集中于球心对位于宇宙半径处该物体𝑚 产生

的绝对力。 

故有||𝐹𝑟𝑚(𝑖)|| = ∑ ||𝐹𝑗𝑚|| = ∑𝑆𝑇𝑉(
𝑚𝑗𝑚

𝑅𝑗,𝑚
2 )𝑁𝐺 = 𝑆𝑇𝑉 {

𝑚𝑀𝑈(𝑖)

𝑅𝑈(𝑖)
2 }𝑁𝐺 

= 𝑆𝑇𝑉 (
𝑁𝑔𝑚

𝑀𝐺
𝑖
×𝑖𝑀𝐺

(𝑖𝐿𝐺)
2 )𝑁𝐺 = 𝑁𝑔𝑚

𝑁𝐺

𝑖2
。也即， 

||𝐹𝑟𝑚(𝑖)|| = ∑ ||𝐹𝑗𝑚|| = 𝑁𝑔𝑚
𝑁𝐺

𝑖2
= 𝑁𝑔𝑚||𝐹𝑔2(𝑖)||。，其中𝑁𝑔𝑚表示该物体𝑚所含𝐺𝑖

■数量。 

证毕。 

▲推论：宇宙全部物质对𝐺𝑖
■的合力范数作用等于第二𝐺𝑖

■力||𝐹𝑔2(𝑖)|| =
𝑁𝐺

𝑖2
。 

证明：对于任一𝐺𝑖
■，因𝑁𝑔𝑚 = 1，根据12 − 1 式有||𝐹𝑟𝑎(𝑖)|| = ||𝐹𝑔2(𝑖)|| =

𝑁𝐺

𝑖2
。证毕。 

12.2 合力范数作用运动方程 

     在合力范数作用下，所有物体产生绝对运动。因 CST 过程的量子性，导致所有物体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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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绝对运动速度为恒量速度。所有物体的这种运动学属性由合力范数作用方程运动方程

给出描述。 

{
 
 

 
 
任一物体在合力范数作用下产生绝对运动并保持运动速度等于恒量速度。

||𝐹𝑟𝑚(𝑖)||

𝑚
× 𝑡𝑈(𝑖) = 𝑎𝑔(𝑖) × 𝑡𝑈(𝑖) ≡ 𝑣𝐺

其中，||𝐹𝑟𝑚(𝑖)|| −物体的合力范数，𝑚−物体质量，𝑡𝑈(𝑖) −宇宙年龄

𝑡𝐺 −恒量时间，𝑎𝑔(𝑖) − 𝐺𝑖
■加速度，𝑣𝐺 −恒量速度，𝑖 −宇宙量子数。 }

 
 

 
 

 

12 − 2 式 

证明：因
||𝐹𝑟𝑚(𝑖)||

𝑚
=

𝑁𝑔𝑚||𝐹𝑔2(𝑖)||

𝑁𝑔𝑚𝑀𝑔(𝑖)
=

𝑁𝐺/𝑖
2

𝑀𝐺/𝑖
=

𝑎𝐺

𝑖
= 𝑎𝑔(𝑖) ， 𝑡𝑈(𝑖) = 𝑖𝑡𝐺 ， 故有

||𝐹𝑟𝑚(𝑖)||

𝑚
𝑡𝑈(𝑖) =

𝑎𝐺𝑡𝐺 = 𝑣𝐺。因CST过程量子化特性和𝐺𝑖
■重整，该运动过程可持续保持。证毕。 

该运动方程表明，宇宙年龄（宇宙一维时间总量）是一个实在物理量。从该运动方程

可知，在合力范数作用下所有物体均具有相同加速度𝑎𝑔(𝑖)且𝑎𝑔(𝑛) = 2.879 × 10
−10𝑚𝑠−2。 

因绝对力是一种超距作用，因而合力范数作用也是一种超距作用。 

二十四，N-God法则之推论 11：宇宙背景运动 

5.1 绝对运动定义 

光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与物理参照系选取无关，不遵循相对运动的物理参照系原则。

这暴露出所有物体普遍具有的另外一种机械运动形式---绝对运动。物体的绝对运动与物理

参照系选取无关，即不依赖或独立于物理参照系，这是物体绝对运动的最显著运动学特征。

一旦选定物理参照系，被观察物体具有的所有运动是一定属于相对运动而不是绝对运动，

除非该物体的相对运动速度等于绝对运动速度。 

绝对运动定义：不依赖或独立于物理参照系且运动速度等于恒量速度的物体运动是绝

对机械运动，简称绝对运动。 

注：该定义中“不依赖或独立于物理参照系”的含义是：绝对运动与物理参照系的选取无

关，与物理参照系的运动状态无关，与观察者在宇宙中的位置及其相对运动速度无关。 

5.2 绝对运动的六种形式 

Gi
■ 具有四种绝对运动形式，即𝐺𝑖

■ 平动、𝐺𝑖
■ 轨道转动、𝐺𝑖

■ 自旋、𝐺𝑖
■ 刚体自转。所有

物体至少具有绝对平动和轨道转动两种绝对运动形式。 

5.2.1 𝑮𝒊
■平动 

所有𝐺𝑖
■均以恒量速度做平动运动，其动量范数等于||𝑝𝑔(𝑖)||，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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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𝑝𝑔(𝑖)|| = 𝑀𝑔(𝑖)𝑣𝐺

其中， ||𝑝𝑔(𝑖)|| − 𝐺𝑖
■动量，𝑀𝑔(𝑖) − 𝐺𝑖

■质量，𝑣𝐺 −恒量速度，𝑖 −宇宙量子数。
} 

5 − 1 式 

5.2.2 𝑮𝒊
■轨道转动 

所有𝐺𝑖
■ 均以恒量速度且以宇宙半径为转动半径做轨道转动运动，其轨道角动量范数等

于||𝐿𝑔𝑅(𝑖)||，且有 

{
||𝐿𝑔𝑅(𝑖)|| = 𝑀𝑔(𝑖) × 𝑖𝐿𝐺 × 𝑣𝐺 = 𝑀𝐺𝐿𝐺𝑣𝐺 ≡ ℎ

其中，||𝐿𝑔𝑅(𝑖)|| − 𝐺𝑖
■轨道角动量，ℎ −普朗克常数，𝑖 −宇宙量子数。

} 

5 − 2 式 

5.2.3 𝑮𝒊
■自旋 

所有𝐺𝑖
■ 均以恒量速度且以恒量长度为转动半径做自旋运动，其自旋角动量范数等于

||𝐿𝑔𝑆(𝑖)||，且有 

{
||𝐿𝑔𝑆(𝑖)|| = 𝑀𝑔(𝑖) × 𝐿𝐺 × 𝑣𝐺 =

ℎ

𝑖

其中， ||𝐿𝑔𝑆(𝑖)|| − 𝐺𝑖
■自旋角动量， ℎ −普朗克常数，𝑖 −宇宙量子数。

} 

5 − 3 式 

5.2.4 𝑮𝒊
■刚体自转 

所有𝐺𝑖
■ 刚体均以恒量速度且以𝐺𝑖

■ 半径为转动半径做自转运动，自转角动量范数等于

||𝐿𝑔𝑟(𝑖)||，且有 

{
||𝐿𝑔𝑟(𝑖)|| = 𝑀𝑔(𝑖) × 𝑅𝑔(𝑖) × 𝑣𝐺 =

ℎ

𝑖2

其中， ||𝐿𝑔𝑟(𝑖)|| − 𝐺𝑖
■刚体自转角动量， ℎ −普朗克常数，𝑖 −宇宙量子数。

} 

5 − 4 式 

因所有物体在根本上均是由𝐺𝑖
■和三维空间组成的【6.3 节】，因而在绝对运动状态下，所

有物体均具有至少两种绝对运动： 

5.2.5 物体的绝对平动 

所有物体在宇宙中均以恒量速度做绝对平动运动，动量范数等于 

{
 

 
||𝑝𝑀(𝑖)|| = 𝑀𝑣𝐺 = 𝑁𝑔𝑀||𝑝𝑔(𝑖)| |

其中，||𝑝𝑀(𝑖)|| −物体动量范数，𝑁𝑔𝑀 −物体所含𝐺𝑖
■数量，

||𝑝𝑔(𝑖)|| − 𝐺𝑖
■动量，𝑀–物体质量，𝑖 −宇宙量子数。 }

 

 
 

5 − 5 式 

5.2.6 物体的绝对轨道转动 

所有物体在宇宙中均以恒量速度且以宇宙半径为转动半径做轨道转动运动，轨道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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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范数等于 

{

||𝐿𝑀𝑅(𝑖)|| = 𝑀 × 𝑖𝐿𝐺 × 𝑣𝐺 = 𝑁𝑔𝑀𝑀𝐺𝐿𝐺𝑣𝐺 = 𝑁𝑔𝑀ℎ

其中，||𝐿𝑀𝑅(𝑖)|| −物体轨道角动量范数，𝑁𝑔𝑀 −物体所含𝐺𝑖
■数量，

𝑀–物体质量， ℎ −普朗克常数，𝑖 −宇宙量子数。。

} 

5 − 6 式 

5.3 宇宙背景运动 

{
 
 
 
 

 
 
 
 
所有𝐺𝑖

■和物体的绝对运动一同构成宇宙背景运动，宇宙背景运动的机械运动总量为：

宇宙背景运动的总动量范数||𝑝𝑈(𝑖)|| = 𝑖
2||𝑝𝑔(𝑖)||；

宇宙背景运动的总轨道角动量范数||𝐿𝑈𝑅(𝑖)|| = 𝑖
2ℎ；

宇宙背景运动的总自旋角动量范数||𝐿𝑈𝑆(𝑖)|| = 𝑖ℎ；

所有𝐺𝑖
■刚体的总自转角动量范数∑||𝐿𝑔𝑟(𝑖)|| = ℎ

宇宙总角动量范数||𝐿𝑈(𝑖)|| = (𝑖
2 + 𝑖 + 1)ℎ。

其中，||𝑝𝑔(𝑖)|| − 𝐺𝑖
■动量，𝑖2 − 𝐺𝑖

■总数量，ℎ −普朗克常数，𝑖 −宇宙量子数。 }
 
 
 
 

 
 
 
 

 

5 − 7 式 

宇宙背景运动总量是宇宙所有物体相对机械运动总量的上限。在宇宙中任意选取一观

察位置（如地球），宇宙中被观察的所有物体动量范数总量≤ ||𝑝𝑈(𝑛)|| = 𝑖
2||𝑝𝑔(𝑖)||；所有

物体各类角动量范数总量≤ ||𝐿𝑈(𝑖)|| = (𝑖
2 + 𝑖 + 1)ℎ。宇宙背景运动的今天总量： 

总动量范数 

||𝑝𝑈(𝑛)|| = 𝑛
2𝑃𝑔(𝑛) = (7.7266 × 10

60)2(2.1178 × 10−60𝑘𝑔𝑚𝑠−1) = 1.2643 × 1062𝑘𝑔𝑚𝑠−1 ；  

总轨道角动量范数 

||𝐿𝑈𝑅(𝑛)|| = 𝑛
2ℎ = (7.7266 × 1060)2(6.619416831457 × 10−34𝐽𝑠) = 3.9518 × 1088𝐽𝑠 ；  

总自旋角动量范数 

||𝐿𝑈𝑆(𝑛)|| = 𝑛ℎ = (7.7266 × 10
60)(6.619416831457 × 10−34𝐽𝑠) = 5.1145 × 1026𝐽𝑠； 

所有𝐺𝑛
■刚体总自转角动量范数等于普朗克常数h = 6.619416831457 × 10−34𝐽𝑠。 

宇宙背景运动动力于宇宙全部物质的共同作用（合力范数作用【12.1 节】）。这也决定了

物质（物体和粒子）运动速度上限为恒量速度𝑣𝐺 = 3 × 10
8𝑚𝑠−1。 

5.4 绝对运动和相对运动的关系 

物体的相对运动源自物体的绝对运动。相对宇宙中任一位置，在万有引力作用下，所

有物体的绝对运动呈现为它们在宇宙中相对于该位置的全部相对运动；物体的绝对运动是

本源性运动，物体的相对运动则由绝对运动派生。 

二十五，N-God法则之推论 12：宇宙膨胀的物理机制和性质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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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宇宙膨胀的物理机制 

宇宙膨胀的根本原因是物质在宇宙中以恒定速率𝜎𝑈(𝑖) ≡
𝑀𝐺

𝑡𝐺
 持续产生并导致宇宙总质

量在持续增加，即𝑀𝑈(𝑖) = 𝑖 × 𝑀𝐺 。宇宙膨胀是宇宙全部物质共同作用的结果，并动力于

宇宙全部物质对其中任一物体的合力范数作用||𝐹𝑟𝑚(𝑖)|| = ∑ ||𝐹𝑗𝑚|| =𝑁𝑔𝑚 × ||𝐹𝑔2(𝑖)|| 。合

力范数作用使得所有物体具有绝对运动并向向相互远离；空间膨胀动力于𝐺𝑖
■ 的合力范数

||𝐹𝑟𝑚(𝑖)|| = ||𝐹𝑔2(𝑖)|| =
𝑁𝐺

𝑖2
 ，使得真空中所有𝐺𝑖

■ 均具有且保持绝对运动速度
||𝐹𝑔2(𝑖)||

𝑀𝑔(𝑖)
×

𝑡𝑈(𝑖) = 𝑎𝑔(𝑖) × 𝑡𝑈(𝑖) ≡ 𝑣𝐺 ，导致真空进行张张运动并表观为空间膨胀；天体（星体或星系）

退行运动是合力范数作用和引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其退行速度𝑣𝑟(𝑖)由宇宙膨胀常数𝑍𝐶(𝑖)和

相对距离𝐷 共同决定，且𝑣𝑟(𝑖) = 𝑍𝐶(𝑖) × 𝐷 ，其中𝑍𝐶(𝑖) =
2.2884×1062

𝑖
𝑘𝑚𝑠−1𝑀𝑝𝑐−1 是宇宙膨

胀常数，今天宇宙膨胀常数𝑍𝐶(𝑛) = 29.617𝑘𝑚𝑠
−1𝑀𝑝𝑐−1。 

12.4 宇宙膨胀现象和性质 

▲空间膨胀是一种表观现象。真空是一种以三维空间为显著物理特征的物质，即真空

是空间型态物质。空间膨胀实际上是因宇宙中物质不断产生而导致真空产生张张运动，张

张速度等于恒量速度。真空的张张运动具体表现为真空具有的两种绝对运动：真空以恒量

速度做平动运动，真空以恒量速度且以宇宙半径为转动半径做轨道转动运动，综合表现为

宇宙空间（真空）的螺旋运动。 

▲空间膨胀发生于宇宙空间各处，并沿所有相对方向进行。在宇宙空间各处均有

𝑑𝑅𝑈(𝑖)

𝑑𝑡
≡ 𝑣𝐺，其中，𝑅𝑈(𝑖)表示宇宙半径。也即，空间膨胀速度保持恒定且等于光速常数𝑐。 

▲空间膨胀的物理效应之一是宇宙学红移。 

▲空间膨胀与物体之间相互等量辐射的Gi
■流共同产生万有引力效应。 

▲在宇宙中任意选定一位置进行观察，所有天体的绝对运动随即呈现为它们相对于该

位置的相对运动，且所有天体的相对运动随观察位置不同而异。越是远离观察者，被观察

天体的合力范数作用越发占据主导地位，天体越发表现出绝对运动特征，并表现出仅根据

引力而无法解释的天体运动现象；若观察距离等于宇宙半径，被观察天体则完全呈现出绝

对运动特征，并表现为或以恒量速度退行，或以恒量速度做螺旋运动；反之，越是接近观

察者，被观察天体所受引力作用的影响越发显著，越发表现出由引力主导的相对运动特征。 

▲宇宙膨胀速度小于或等于恒量速度；空间膨胀速度等于恒量速度；天体视向退行速

度小于或等于恒量速度，最大值等于恒量速度且发生于相对距离等于宇宙半径处【12.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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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宇宙膨胀常数缓慢地向向减小，年变化量为−8.9 × 10−10𝑘𝑚𝑠−1𝑀𝑝𝑐−1【12.5】。 

二十六，N-God法则之推论 13：宇宙背景辐射形成和基本属性 

现代宇宙学对宇宙微波背景辐射（CMB ）的解释是基于热大爆炸宇宙理论于 20世纪

40 年代对 CMB 给出的理论预言并认为：CMB 产生于宇宙大爆炸早期，是该大爆炸形成

的残留热辐射场.[3]。在现代宇宙学理论中，宇宙背景辐射和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这两个名词

的宇宙学含义相同，并使用英文Cosmic Microwave Background 缩写 CMB表示。它们

都表示在早期宇宙因大爆炸形成的一种具有黑体辐射性质的电磁辐射，且黑体温度为

2.725𝐾 【15】；在 CST 模型中，宇宙背景辐射和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是两个既有关系又不相

同的概念，它们的宇宙学含义并不同，必须加以区分。宇宙背景辐射使用英文 Cosmic 

Background Radiation 缩写 CBR 表示，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则沿用 CMB.表示。这样区

分的原因是CBR随宇宙演化进行在持续发生演变，而CMB仅是CBR演化到今天的状态。

也即，CMB是 CBR的今天演化态。 

CMB属于黑体辐射，虽然根据普朗克黑体辐射定律可对CMB物理特性给出非常精准

的物理学描述，但基于该定律并不能对CBR生成机制和演变规律进行有效的物理学分析。

CST模型基于CST过程、宇宙诸物理量统一解、镜像宇宙、宇宙10维时空属性，对CBR

基本物理特性、生成机制和演变规律给出如下的统一描述。 

13.1 CBR生成机制和基本物理特性 

13.1.1 CBR生成机制 

镜像宇宙规定了实体化宇宙的全部特性，也包括与黑体辐射相关的物理特性。镜像宇

宙以其全息性|𝑀𝐺| ∑ 𝑠𝑗,𝑗−1
−2𝑖−1

𝑗=0  和超空间速度𝑖 × 𝑣𝐺 遍历实体化宇宙，并通过全同性操作使得

所有𝐺𝑖
■ 全同，同时将其具有的黑体辐射特性物质化且以

𝑖2

1.0083̇×1093
 个𝐺𝑖

■ 的物理特性作为该

辐射的基本物理特征，并由此形成宇宙背景辐射（CBR）。宇宙微波背景辐射（CMB）

是 CBR 今天演化态。宇宙温度等于镜像温度TUP(𝑖) = 𝑆𝑇𝑉(∑ |𝑀𝐺|𝑠𝑗,𝑗−1
−2𝑛−1

𝑗=0 )𝑇𝐺 =
𝑖×𝑇𝐺

1.0083̇×1093
。

随着 CST 过程不断发生且在宇宙量子数𝑖 ≥ √1.0083̇ × 1093 = 3.1754 × 1046情况下，镜像

温度演变成为CBR温度,即宇宙温度等于CBR温度。 

13.1.2  CBR初始态 

CBR 最初出现的时间可根据
𝑖2

1.0083̇×1093
≥ 1 这一判据得到确定。根据该判据可得𝑖 ≥

√1.0083̇ × 1093 = 3.1754 × 1046。该宇宙量子数是 CBR 最初形成对应的宇宙量子数，对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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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宇宙年龄等于𝑡𝑈(3.1754 × 10
46) = (3.1754 × 1046)𝑡𝐺 =4.2817 × 10

3𝑠 。该结果表明，

CBR在宇宙演化过程极早期产生，对应宇宙年龄约为 1小时 11分钟。 

根据宇宙诸物理量统一解，可计算CBR初始态具有的三项物理特性量值分别为： 

温度𝑇𝐶𝐵𝑅(3.1754 × 10
46) =

(3.1754×1046)𝑇𝐺

1.0083̇×1093
= 1.12 × 10−14𝐾。 

光谱峰频𝑓𝐶𝐵𝑅(3.1754 × 10
46) = α

(3.1754×1046)𝑓𝐺

1.0083̇×1093
= 6.59 × 10−4𝐻𝑧。 

光子均能𝑒𝐶𝐵𝑅(3.1754 × 10
46) =

10

2

(3.1754×1046)𝐽𝐺

1.0083̇×1093
= 7.73 × 10−37𝐽。 

13.1.3 CBR基本物理特性 

CBR基本物理特性包括 CBR温度、CBR光谱峰值频率、CBR光子均能、CBR光谱

峰值波长、CBR 能量密度。这五个物理指标均属于宇宙诸物理量统一解的分项解。CBR

此五项基本物理特性的一般解和今天解表述如下： 

{
 
 
 
 
 
 
 
 
 
 
 
 
 
 
 
 

 
 
 
 
 
 
 
 
 
 
 
 
 
 
 
 

▲ 𝑇𝐶𝐵𝑅(𝑖) = 𝑇𝑈𝑃(𝑖) = 𝑆𝑇𝑉(∑|𝑀𝐺|𝑠𝑗,𝑗−1
−2

𝑖−1

𝑗=0

)𝑇𝐺 =
𝑖 × 𝑇𝐺
𝑁

=
𝑖2𝑇𝑔(𝑖)

𝑁

且𝑇𝐶𝐵𝑅(𝑛) = 2.7250𝐾；

▲ 𝑓𝐶𝐵𝑅(𝑖) = α𝑓𝑈𝑃(𝑖) = α𝑆𝑇𝑉(∑|𝑀𝐺|𝑠𝑗,𝑗−1
−2

𝑖−1

𝑗=0

)𝑓𝐺 = α
𝑖𝑓𝐺
𝑁
= α

𝑖2𝑓𝑔(𝑖)

𝑁
= α

𝑘𝐵𝑇𝐶𝐵𝑅(𝑖)

ℎ

且𝑓𝐶𝐵𝑅(𝑛) = 1.6034 × 10
11𝐻𝑧；

▲ 𝑒𝐶𝐵𝑅(𝑖) =
10

2
𝐸𝑈𝑃(𝑖) =

10

2
𝑆𝑇𝑉(∑|𝑀𝐺|𝑠𝑗,𝑗−1

−2

𝑖−1

𝑗=0

)𝐽𝐺 =
10

2

𝑖𝐽𝐺
𝑁
=
10

2

𝑖2𝑒𝑔(𝑖)

𝑁
=
10

2
𝑘𝐵𝑇𝐶𝐵𝑅(𝑖)

且𝑒𝐶𝐵𝑅(𝑛) = 1.8808 × 10
−22𝐽(约 1.1739 × 10−3𝑒𝑉)；

▲  λ𝐶𝐵𝑅(𝑖) =
𝜆𝑈𝑃(𝑖)

5
=

𝑐

5𝑓𝑈𝑃(𝑖)
=

𝑐ℎ

5𝑘𝐵𝑇𝐶𝐵𝑅(𝑖)

且 λ𝐶𝐵𝑅(𝑛) = 1.0558 × 10
−3𝑚；

▲  𝑈𝐶𝐵𝑅(𝑖) = 𝑁(𝑇)𝑒𝐶𝐵𝑅(𝑖) = 𝑁(𝑇)
10

2

𝑖𝐽𝐺
𝑁
= 𝑁(𝑇)

10

2

𝑖2𝑒𝑔(𝑖)

𝑁
= 96.16𝜋

{𝑘𝐵 𝑇𝐶𝐵𝑅(𝑖)}
4

(ℎ𝑐)3

且 𝑈𝐶𝐵𝑅(𝑛) = 7.72 × 10
−14𝐽𝑚−3。

其中，𝑇𝐶𝐵𝑅(𝑖) − CBR 温度，𝑇𝑈𝑃(𝑖) −镜像温度，𝑇𝐺 −恒量温度，𝑇𝑔(𝑖) − 𝐺𝑖
■温度，

𝑓𝐶𝐵𝑅(𝑖) − CBR 光谱峰值频率，𝑓𝑈𝑃(𝑖) −镜像频率，𝑓𝐺 −恒量频率，𝑓𝑔(𝑖) − 𝐺𝑖
■频率，

𝑒𝐶𝐵𝑅(𝑖) − CBR 光子均能，𝐸𝑈𝑃(𝑖) −镜像能量，𝐽𝐺 −恒量能量，𝑒𝑔(𝑖) − 𝐺𝑖
■能量，

 λ𝐶𝐵𝑅(𝑖) − CBR 光谱峰值波长，𝜆𝑈𝑃(𝑖) =
𝑐

𝑓𝑈𝑃(𝑖)
−镜像波长，𝑁(𝑇) − CBR 光子数密度，

𝑈(𝑇) − CBR 能量密度，∑|𝑀𝐺|𝑠𝑗,𝑗−1
−2

𝑖−1

𝑗=0

−镜像宇宙，α = 2.821489，𝑁 = 1.0083̇ × 1093

ℎ −普朗克常数，𝑘𝐵 −玻尔兹曼常数，𝑐 −光速常数，

宇宙量子数𝑖 = 3.1754 × 1046, … , 𝑛, … ,1.0083̇ × 1093；𝑛 = 7.7266 × 1060是今天宇宙常数。}
 
 
 
 
 
 
 
 
 
 
 
 
 
 
 
 

 
 
 
 
 
 
 
 
 
 
 
 
 
 
 
 

 

13 − 1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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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式由宇宙诸物理量统一解的CBR分项解而得。参见 8.8.12 节8.8.16 节。 

13.1.4 镜像宇宙是CBR的辐射源 

根据普朗克黑体辐射定律可计算温度为2.725𝐾 黑体辐射主要参数的理论值，理论值与

CMB相应物理特性的观测数据完全吻合。根据镜像宇宙方程可求解今天镜像宇宙具有的相

关物理特性量值。两者结果比较如下： 

表 9今天镜像宇宙特性值与CMB理论值或观测值比较 

物理量 今天镜像宇宙特性值 CMB理论值或观测值 

速度 𝑣𝑠𝑠(𝑛) = 2.3179 × 10
69𝑚𝑠−1 CMB遍历全宇宙（观测结果） 

温度 𝑇𝑈𝑃(𝑛) = 2.7250𝐾 𝑇 = 2.72548𝐾（观测值） 

峰值频率 α 𝑓𝑈𝑃(𝑛) = 1.6034 × 10
11𝐻𝑧 1.6020 × 1011𝐻𝑧（理论值） 

光子均能 10

2
𝐸𝑈𝑃(𝑛) = 1.8808 × 10

−22𝐽 1.0163 × 10−22𝐽（理论值） 

峰值波长 𝜆𝑈𝑃(𝑛)

5
=1.0558𝑚𝑚 1.06𝑚𝑚（理论值） 

能量密度 𝑁(𝑇)
10

2
𝐸𝑈𝑃(𝑛) 

= 7.72 × 10−14𝐽𝑚−3 

4.17 × 10−14𝐽𝑚−3（理论值） 

注：根据黑体辐射定律可得到黑体辐射三个计算公式。光谱峰值频率（维恩位移定律）

𝑓𝑚𝑎𝑥 = α
𝑘𝐵×𝑇

ℎ
。当T = 2.725K，𝑓𝑚𝑎𝑥 = 2.821489

(1.380658×10−23𝐽𝐾−1)(2.725K)

6.626075×10−34𝐽𝑠
=1.6020 ×

1011𝐻𝑧;黑体辐射光子均能公式[16] 𝐸(𝑇) =
𝜋4

36.060
𝑘𝐵𝑇。当T = 2.725K，

E(2.725K)=
(3.14159)4(1.380658×10−23𝐽𝐾−1)(2.725K)

36.060
=1.0163× 10−22J; 

黑体辐射光子数密度公式[16]𝑁(𝑇) = 19.232𝜋 (
 𝑘𝐵𝑇

ℎ𝑐
)
3
。当T = 2.725K，N(2.725K) =

19.232π{
(1.380658×10−23JK−1)(2.725K)

(6.626075×10−34Js)(2.99792458×108ms−1)
}
3

= 19.232π(
0.189398×103

m
)
3

 

= 4.1048 × 108m−3。 

从 13-1式和表九给出的比较结果可确认，镜像宇宙具有黑体辐射特性，是 CBR的辐

射源。也即，镜像宇宙以其全息性和超空间速度遍历实体化宇宙并形成宇宙背景辐射。 

二十七，N-God法则之推论 14：宇宙背景辐射的演变规律 

13.2.1CBR温度演变规律 

▲CBR温度是宇宙量子数的一次方正比函数，比例常数为镜像温度量子（绝对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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𝑇�⃛� =
𝑇𝐺

1.0083̇×1093
=

0.3556171686496934×1033𝐾

1.0083̇×1093
= 0.3526781837848199 × 10−60𝐾。 

▲CBR温度随宇宙演化进行而，性升高，温升速率为每一百亿年升温0.8248𝐾。 

∆𝑇𝐶𝐵𝑅(𝑖) =
△ 𝑖 × 𝑇𝐺

1.0083̇ × 1093
 

=
(2.3387723548904879 × 1060)(0.3556171686496934 × 1033𝐾)

1.0083̇ × 1093 × 1010years
=
0.8248𝐾

1010years
 

13 − 2 式 

注：一年时间量对应的宇宙量子数增数等于2.3387723548904879× 1050。 

13.2.2  CBR光谱峰值频率演变规律 

▲CBR 光谱峰值频率量值是宇宙量子数的一次方正比函数，比例常数为镜像频率量子

的2.821589倍。即
α×𝑓𝐺

1.0083̇×1093
=

(2.821489)(0.741619848709×1043𝐻𝑧)

1.0083̇×1093
= 2.07517908 × 10−50𝐻𝑧。 

▲CBR 光谱峰值频率随宇宙演化进行而，性增大并向电磁频谱高频的移动，移动量为

+4.89Hz/年，或+48.9Hz/10年。 

∆𝑓𝐶𝐵𝑅(𝑖) = α
△ 𝑖 × 𝑓𝐺

1.0083̇ × 1093
 

= 2.821489
(2.3387723548904879 × 1050)(0.741619848709 × 1043𝐻𝑧)

1.0083̇ × 1093 × year
 

=
4.89𝐻𝑧

year
      

    13 − 3 式 

13.2.3  CBR光子均能演变规律 

▲CBR 光子均能量值是宇宙量子数的一次方正比函数，比例常数为镜像能量量子的
10

2

倍
10

2

𝐽𝐺

1.0083̇×1093
=

10

2

0.49̇0̇×1010𝐽

1.0083̇×1093
= 2.4342 × 10−83𝐽。 

▲CBR 光子均能随宇宙演化进行而，性增大，增加速率为每一百亿年增加1.1386 ×

10−23𝐽。 

∆𝑒𝐶𝐵𝑅(𝑖) =
△ 𝑖 × 𝐽𝐺

1.0083̇ × 1093
= (

2.3387 × 1060

1010𝑦𝑒𝑎𝑟
) (2.4342 × 10−83𝐽) 

=
5.6928 × 10−23𝐽

1010years
                             

 13 − 4 式 

13.3  CBR物理特性与𝑮𝒊
■的物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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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13.1.1节所述，“镜像宇宙以其全息性|𝑀𝐺|∑ 𝑠𝑗,𝑗−1
−2𝑖−1

𝑗=0 和超空间速度𝑖 × 𝑣𝐺遍历实体

化宇宙，并通过全同性操作使得所有𝐺𝑖
■ 全同，同时将其具有的黑体辐射特性物质化且以

𝑖2

1.0083̇×1093
 个𝐺𝑖

■ 的物理特性作为该辐射的基本物理特征，并由此形成宇宙背景辐射

（CBR）。” 

CBR 与𝐺𝑖
■之间的这种物理关系通过 13-1 式所示 CBR 温度、CBR 光谱峰值频率、

CBR光子均能、CBR光谱峰值波长的𝐺𝑖
■特性表达式得到理论证明: 

▲ CBR 温度：𝑇𝐶𝐵𝑅(𝑖) = 𝑆𝑇𝑉(∑|𝑀𝐺|𝑠𝑗,𝑗−1
−2

𝑖−1

𝑗=0

)𝑇𝐺 =
𝑖2

1.0083̇ × 1093
𝑇𝑔(𝑖) 

▲ CBR 光谱峰值频率：𝑓𝐶𝐵𝑅(𝑖) = α𝑆𝑇𝑉(∑|𝑀𝐺|𝑠𝑗,𝑗−1
−2

𝑖−1

𝑗=0

)𝑓𝐺 = α
𝑖2

1.0083̇ × 1093
𝑓𝑔(𝑖) 

▲ CBR 光子均能：𝑒𝐶𝐵𝑅(𝑖) =
10

2
𝑆𝑇𝑉 (∑|𝑀𝐺|𝑠𝑗,𝑗−1

−2

𝑖−1

𝑗=0

)𝐽𝐺 =
10

2

𝑖2

1.0083̇ × 1093
𝑒𝑔(𝑖) 

▲ CBR 光谱峰值波长： λ𝐶𝐵𝑅(𝑖) =
𝜆𝑈𝑃(𝑖)

5
=

𝑐

5𝑓𝑈𝑃(𝑖)
=
1

5

 λ𝑔(𝑖)

𝑖2/1.0083̇ × 1093
 

该理论结论则可以通过13.1.4 节表 9所示此四项理论计算结果与CMB观测数据一致

符合得到证实。 

二十八，N-God法则之推论 15：宇宙背景辐射可见光窗口期  

CMB辐射能量主要集中于微波波段，导致今天宇宙背景为黑色（太空为黑色的物理

原因）。随着宇宙演化进行，CBR颜色也将发生变化，宇宙背景将出现一个可见光窗口

期，该窗口期介于宇宙年龄约为 88万亿年---154 万亿年期间。在此期间，宇宙背景颜色

开始渐变为红色，并将依此经历“赤橙黄绿青兰紫”的颜色变化阶段，期间CBR温度将

介于七千二百度至一万二千七百度之间，宇宙背景将变得异常鲜艳、明亮和炽热。下面计

算宇宙背景颜色分别为红色、绿色和蓝色所对应的宇宙年龄和宇宙温度。 

▲以700𝑛𝑚作为红色波长，其频率为0.4285 × 1015𝐻𝑧，代入 CBR 光谱峰值频率一般

解公式有0.4285 × 1015𝐻𝑧 = 𝑖(2.07517908 × 10−50𝐻𝑧)。据此求得对应的宇宙量子数 

𝑖 =
0.4285×1015𝐻𝑧

2.07517908×10−50𝐻𝑧
= 2.065 × 1064。根据宇宙年龄公式和 CBR 温度公式又可求解宇宙背

景颜色为红色对应的宇宙年龄和宇宙温度分别为： 

宇宙年龄：𝑡𝑈(2.065 × 10
64) = (2.065 × 1064)(1.3483 × 10−43𝑠) = 2.7842 × 1021𝑠 

= 0.8828 × 1014年（约88万亿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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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温度：𝑇𝐶𝐵𝑅(2.065 × 10
64) =

(2.065×1064)(0.3556171686496934×1033𝐾)

1.0083̇×1093
= 7.282 × 103𝐾。 

▲以 510𝑛𝑚作为绿色波长，其频率为0.5882 × 1015𝐻𝑧，代入 CBR 光谱峰值频率一般

解公式有0.5882 × 1015𝐻𝑧 = 𝑖 × 2.07517908 × 10−50𝐻𝑧。据此可求得对应的宇宙量子数 

𝑖 =
0.5882×1015𝐻𝑧

2.07517908×10−50𝐻𝑧
= 2.8344 × 1064。根据宇宙年龄公式和CBR温度公式又可求解出宇

宙背景颜色为绿色所对应的宇宙年龄和宇宙温度分别为： 

宇宙年龄：𝑡𝑈(2.8344 × 10
64) = (2.8344 × 1064)(1.3483 × 10−43𝑠) = 3.8216 × 1021𝑠 

= 1.2118 × 1014年（约121万亿年）。 

宇宙温度𝑇𝐶𝐵𝑅(2.8344 × 10
64) =

(2.8344×1064)(0.3556171686496934×1033𝐾)

1.0083̇×1093
= 9.940 × 103𝐾。 

▲以400𝑛𝑚作为兰色波长，其频率为0.75 × 1015𝐻𝑧，代入 CBR 波谱峰值频率一般解

公式有0.75 × 1015𝐻𝑧 = 𝑖 × 2.07517908 × 10−50𝐻𝑧。据此可求得对应宇宙量子数 

𝑖 =
0.75×1015𝐻𝑧

2.07517908×10−50𝐻𝑧
= 3.614 × 1064。根据宇宙年龄公式和CBR温度公式又可求解出宇宙

背景颜色为蓝色所对应的宇宙年龄和宇宙温度分别为 

宇宙年龄：𝑡𝑈(3.614 × 10
64) = (3.614 × 1064)(1.3483 × 10−43𝑠) = 4.872 × 1021𝑠 

= 1.544 × 1014年（约154万亿年）。 

宇宙温度：𝑇𝐶𝐵𝑅(3.614 × 10
64) =

(3.614×1064)(0.3556171686496934×1033𝐾)

1.0083̇×1093
=

1.2745 × 104𝐾。 

二十九，N-God法则之推论 16：物质定义和物质分类 

物理学是专门研究物质及其变化规律的科学，尚不能给出关于物质的物理学定义，而

仅能列举物质。物理学家们普遍认为，物质定义是哲学问题而不是有效的物理学问题。然

而，物质定义长期缺失却在悄然影响着物理学家们对物质世界的思考和理论建树，甚至还

直接导致一些物理学理论出现方向性偏差。这种认识偏差的思想根源是将物质与能量这两

个基础物理概念逻辑并列，还是混同物质概念和质量概念。例如，“能量产生物质”这种

似是而非且带有普遍性的物理学认识。又如，“质量转变为能量，因而物质消失”这种混

同质量概念和物质概念的错误性认识。再如，“物质的本质是能量”这种本末倒置的错误

认识。是物质这种实体化存在而言，物质与能量、物质与质量在逻辑上均是从属关系而非

并列关系，是能量和质量均从属于物质，而能量和质量是逻辑并列关系。这是物质、能量、

质量三个基础物理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不仅是质量和能量，空间和时间等物理元素也都

从属于物质，且与质量和能量具有逻辑并列关系，也即，质量、能量、空间、时间等均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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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平权，都是组成物质的物理元素，尽管它们在物质及其运动过程中所扮演的物理角色不

同，在物理学理论中的理论地位有所不同。 

6.1 物质内涵式定义 

物质是由所有各种物理元素共同凝聚生成的一种实体化存在。 

物理元素【第十六章】不是化学元素，化学元素本身是物质，物理元素是组成物质的物理

组分。物理元素由相应物理量物理表征，包括但不限于：质量元素、能量元素、空间元素、

时间元素、动量元素、角动量元素、电流强度元素、磁通量元素、磁矩元素、温度元素、

磁场强度元素、速度元素、加速度元素、功率元素、力元素等。 

物质内涵式定义在物理学理论中具有一定作用，有助于物理学研究者对物质与其它所

有物理元素之间的从属关系给出界定，也有助于界定所有物理元素之间的逻辑平权关系。 

6.2 物质外延式定义 

物质的物理学定义则需要借助𝐺𝑖
■ 密度这个新概念。将单位体积中𝐺𝑖

■ 数量称为引力子

密度，用符号𝜌𝑔𝑁(𝑖)表示，单位：个/𝑚
3。 

𝐺𝑖
■是物质最基本单元，因而可基于𝐺𝑖

■和𝐺𝑖
■密度对物质进行物理学定义。 

{
 
 

 
 

定义𝐺𝑖
■和𝐺𝑖

■密度大于或等于临界𝐺𝑖
■密度的物理实在是物质。

其中，𝜌𝑔𝐶(𝑖) =
93. 8̇

100

𝜌𝑈(𝑖)

𝑀𝑔(𝑖)
−临界𝐺𝑖

■密度，𝑀𝑔(𝑖) − 𝐺𝑖
■质量，

𝜌𝑈(𝑖) =
3

4𝜋
𝑖−2𝜌𝐺 −宇宙平均质量密度，𝜌𝐺 −恒量质量密度，𝑖 −宇宙量子数。}

 
 

 
 

 

6 − 1 式 

注：宇宙平均质量密度是宇宙诸物理量统一解的一个分项解【8.8.6 节】 

该物质定义以外延形式覆盖所有各类物质，无遗漏。 

该定义式中百分比
93.8̇

100
是全部真空在宇宙总物质中的占比，对此在 6.6 节给出专题论述。

对于今天宇宙，临界𝐺𝑛
■密度 

𝜌𝑔𝐶(𝑛) =
93.8̇

100

𝜌𝑈(𝑛)

𝑀𝑔(𝑛)
=

93.8̇

100

3.2951×10−27𝑘𝑔𝑚−3

0.7059×10−68𝑘𝑔
= 4.3826 × 1041个/𝑚3。 

6.3 物质分类 

根据物质外延式定义，物质分为三大类：点状物质、团状物质、真空。 

▲点状物质即是𝐺𝑖
■。 

▲团状物质是𝐺𝑖
■ 密度大于临界𝐺𝑖

■ 密度的一类物质，小至光子、大到星体。属于团状

物质的所有物体和粒子在根本上均由𝐺𝑖
■和三维空间组成，其所含𝐺𝑖

■数量为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7.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20.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2.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3.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7.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2.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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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𝑁𝑔(𝑖) =

𝑀

𝑀𝑔(𝑖)
=

𝐸

𝑒𝑔(𝑖)
=

𝑓

𝑓𝑔(𝑖)

其中，𝑁𝑔(𝑖) −物体或粒子所含𝐺𝑖
■数量，𝑀 −物体质量，𝑀𝑔(𝑖) − 𝐺𝑖

■质量，

𝐸 −粒子总能量，𝑒𝑔(𝑖) − 𝐺𝑖
■能量。𝑓 −粒子振动频率，𝑓𝑔(𝑖) − Gi

■频率 }
 
 

 
 

 

6 − 2 式 

▲真空是𝐺𝑖
■密度等于临界𝐺𝑖

■密度的一种物质，由𝐺𝑖
■和三维空间组成。 

依物质具有的显著特征不同，可将物质分为不同型态。物质型态包括但不限于： 

▲质量型态物质：以质量为其显著物理特征，如各种物体、质子、中子、电子等。 

▲能量型态物质：以能量为其显著物理特征，如光子等。 

▲空间型态物质：以空间为其显著物理特征，如真空。 

▲场型态物质：以某一物理量强度的空间分布为其显著物理特征，如电磁场等。 

▲智慧型态物质：以不同等级智能为其显著特征。如人类、动物、植物、细菌、AI 化

物体（如阿尔法狗、ChatGPT、豆包、DeepSeek 等）。 

▲反物质：物理实验结果表明，每一种费米子均存在反粒子。如反电子（正电子）、

反缪子，反夸克等。因粒子和反粒子相遇会发生湮灭变成光子，因而反物质不能单独存在

于自然界。 

三十，N-God法则之推论 17：真空的物质结构和质量密度 

6.4 真空的表观性和质量密度 

真空这种物质表观为三维空间，这缘于两点。第一，真空的质量密度最小。第二，单

位体积真空中所有Gi
■的体积总和远小于单位体积。 

真空质量密度的计算公式为： 

{
 
 

 
 𝜌𝑣𝑎𝑐(𝑖) ==

93. 8̇

100
𝜌𝑈(𝑖) =

93. 8̇

100

3

4𝜋
𝑖−2𝜌𝐺 =

93. 8̇

100

3

4𝜋
𝑖−1𝜌𝑔(i)

其中，𝜌𝑣𝑎𝑐(𝑖) −真空质量密度，𝜌𝑈(𝑖) −宇宙平均质量密度，

𝜌𝐺 −恒量质量密度，𝜌𝑔(𝑖) − 𝐺𝑖
■质量密度，𝑖 −宇宙量子数。}

 
 

 
 

 

6 − 3 式 

证明：因真空𝐺𝑖
■ 密度等于临界𝐺𝑖

■ 密度，故真空质量密度 𝜌𝑣𝑎𝑐(𝑖) = 𝜌𝑔𝐶(𝑖)𝑀𝑔(𝑖) =

93.8̇

100

𝜌𝑈(𝑖)

𝑀𝑔(𝑖)
𝑀𝑔(𝑖) =

93.8̇

100
𝜌𝑈(𝑖) 。。将宇宙平均质量密度𝜌𝑈(𝑖) =

3

4𝜋
𝑖−2𝜌𝐺 代入，有𝜌𝑣𝑎𝑐(𝑖) =

93.8̇

100

3

4𝜋
𝑖−2𝜌𝐺。因𝜌𝑔(i) =

𝜌𝐺

𝑖
，故得𝜌𝑣𝑎𝑐(𝑖) =

93.8̇

100

3

4𝜋
𝑖−1𝜌𝑔(i)。证毕。 

根据6 − 3 式可计算真空质量密度的今天值为：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20.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2.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3.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7.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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𝜌𝑣𝑎𝑐.(𝑛) =
93.8̇

100
𝜌𝑈(𝑛) =

93.8̇

100
× 3.2951 × 10−27𝑘𝑔𝑚−3 = 3.0937 × 10−27𝑘𝑔𝑚−3； 

真空表观为空间，以今天真空为例对此给出计算证明： 

𝐺𝑖
■ 体积等于恒量体积𝑉𝐺 = 0.661941683145 × 10

−103𝑚3 ，单位体积真空中全部𝐺𝑖
■ 总

体积等于(4.3826 × 1041)(0.661941683145 × 10−103𝑚3) = 2.9010 × 10−62𝑚3 。即，单位

体积真空中全部𝐺𝑖
■ 的空间体积之和约占单位体积的

1

1062
 。因此，真空体积甚高精度等于它

的三维空间体积，导致真空表观为三维空间。根据物质分类，真空的𝐺𝑖
■ 密度等于临界𝐺𝑖

■

密度，所有团状物质的𝐺𝑖
■ 密度均大于临界𝐺𝑖

■ 密度，因而真空必然是质量密度最小的物质。 

真空能量密度也是真空的重要物理特性。据真空𝐺𝑖
■ 密度和𝐺𝑖

■ 能量求得今天真空能量

密度𝜌𝐸(𝑛) = 𝜌𝑔𝐶(𝑛)𝑒𝑔(𝑛) = (4.3826 × 10
41𝑚−3)(0.6353 × 10−51𝐽) = 2.7842 × 10−10𝐽𝑚−3 。 

6.5 真空的物质结构 

真空由𝐺𝑖
■ 和三维空间组成。物体在真空中的运动普遍遵循动量守恒定律（空间平移不

变性）、角动量守恒定律（空间旋转不不变性）、能量守恒定律（时间平移的不变性）。

这三个不变性表明𝐺𝑖
■在真空中是均匀分布的。据此可求解真空中两相邻𝐺𝑖

■之间距离： 

𝑟0(𝑖) =
1

√𝜌𝑔𝐶(𝑖)
3

                                                 6 − 4 式  

今天真空中两相邻𝐺𝑛
■之间距离等于 

𝑟0(𝑛) =
1

√𝜌𝑔𝐶(𝑛)
3

=
1

√4.3826 ×
1041

𝑚3

3

= 1.3165 × 10−14𝑚                 

6 − 5 式 

据此可知：对于今天宇宙，单位体积真空是由4.3826 × 1041个𝐺𝑛
■和三维空间组成的一

种物体，该物体中相邻两个𝐺𝑛
■之间距离均相等且约为原子核尺度。 

三十一，N-God法则之推论 18：空间量子化原理 

7.1 空间量子定义 

定义边长为恒量长度的正立方体空间为空间量子，简称QSG。 

7.2 空间量子化原理 

宇宙三维空间是量子化的且由QSG组成；QSG体积恒定并等于Gi
■体积且等于恒量体

积𝑉𝐺 = 0.66194168…× 10
−103𝑚3；诸QSG之间是虚空间量子，即单位信息对三维空间的

规定量
𝑉𝐺

1.0083̇×1093
；一个 QSG 能且仅能被一个𝐺𝑖

■占据；物体具有的任何三维空间何何形状

均由 QSG 构成；宇宙三维空间中任意两点之间直，距离属于宇宙半径的一部分且宇宙半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25.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8.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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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沿所有方向。该距离是量子化的，基本份额是恒量长度𝐿𝐺。 

{

𝑅 = 𝑘𝐿𝐺
其中，𝑅 −宇宙三维空间中任意两点之间的直，距离，

𝐿𝐺 −恒量长度，𝑘 −正整数。

} 

7 − 1 式 

原理注释： 

三维空间是组成物质的物理元素之一，𝐺𝑖
■是物质最基本单元，𝐺𝑖

■是 QSG 的物质基础； 

诸 QSG 均是虚空间量子被虚无物化并放大的结果，虚空间量子不是空间，而是由单

位信息【8.5.2 节】对三维空间的规定量，该规定量等于虚空间量子【9.2 节】，且等于
𝑉𝐺

1.0083̇×1093
 。

因而，诸QSG之间由虚空间量子“衔接”； 

𝐺𝑖
■体积不是由𝐺𝑖

■半径决定的，而是𝐺𝑖
■刚体本地的 运动范围，该范围严格限定于恒量

体积之内。这可由𝐺𝑖
■ 质量和𝐺𝑖

■ 质量密度得到证明。𝐺𝑖
■ 质量𝑀𝑔(𝑖) =

𝑀𝐺

𝑖
 ，𝐺𝑖

■ 质量密度

𝜌𝑔(𝑖) =
𝜌𝐺

𝑖
 ，𝐺𝑖

■ 体积𝑉𝑔(𝑖) =
𝑀𝑔(𝑖)

𝜌𝑔(𝑖)
=

𝑀𝐺

𝜌𝐺
= 𝑉𝐺 。即，QSG 与宇宙量子数无关，其体积恒定；

所有物体或粒子根本上均是特定的 QSG 占据态【7.3 节】，而一个 QSG 能且仅能被一个𝐺𝑖
■

占据，因而物体的任何三维空间何何形状必然由QSG构成； 

宇宙半径沿三维空间所有方向【14.2 节】，三维空间中任意两点之间直，距离𝑅 必沿宇宙

半径且为其中一部分，而宇宙半径是量子化的【8.8.2 节】，基本份额是恒量长度。因此宇宙三

维空间中任意两点之间的直，距离𝑅必然也是量子化的，基本份额等于恒量长度。 

三十二，N-God法则之推论 19：QSG占据态 

7.3 QSG占据态和全占据态粒子 

7.3.1 QSG占据态 

Gi
■对三维空间中QSG的占据状态形成Gi

■占据态，称之为QSG占据态。QSG占据态

分为QSG全占据态、QSG均匀占据态、QSG离散占据态等。 

QSG 全占据态是Gi
■占满一定体积空间中全部 QSG 所形成的Gi

■分布状态；QSG 均匀

占据态是Gi
■均匀式占据一定体积空间中部分 QSG 所形成的Gi

■分布状态； QSG 离散占据

态是Gi
■有规则但不均匀地占据一定体积空间中部分QSG所形成的Gi

■分布状态。 

因物体和粒子根本上均由Gi
■和三维组成，因此物体和粒子均是特定的QSG占据态。 

因𝐺𝑖
■辐射具有瞬时性，因而QSG占据态是一种超距作用。 

7.3.2 全占据态粒子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2.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3.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7.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4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7.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0.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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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QSG全占据态形成的粒子是全占据态粒子。全占据态粒子具有但不限于如下性质： 

▲全占据态粒子纯粹由引力子（𝐺𝑖
■）组成，是一种刚性物质。 

▲全占据态粒子质量等于其所含𝐺𝑖
■数量与𝐺𝑖

■质量之积。即，𝑀 = 𝑁𝑔(𝑖) × 𝑀𝑔(𝑖)。 

▲全占据态粒子振动频率等于其所含𝐺𝑖
■数量与𝐺𝑖

■频率之积。即，𝑓 = 𝑁𝑔(𝑖) × 𝑓𝑔(𝑖)。 

▲全占据态粒子的相对运动速度等于绝对运动速度且等于恒量速度𝑣𝐺 = 3 × 10
8𝑚𝑠−1 。 

▲全占据态粒子的质量密度等于Gi
■ 质量密度𝜌𝑔(𝑖) =

𝜌𝐺

𝑖
 。其中𝜌𝐺 -恒量质量密度。全占

据态粒子质量密度今天值等于𝜌𝑔(𝑛) =
𝜌𝐺

𝑛
= 1.0664 × 1035𝑘𝑔𝑚−3。 

▲全占据态粒子半径约等于其所含全部𝐺𝑖
■组成的正立方体边长的 1/2。 

{
𝑟𝑓𝑜(𝑖) ≈

√𝑁𝑔(𝑖)
3 × 𝐿𝐺

2
其中𝑟𝑓𝑜(𝑖) −全占据态粒子半径，𝑁𝑔(𝑖) −全占据态粒子所含𝐺𝑖

■数量，𝐿𝐺 −恒量长度。

} 

7 − 2 式 

根据该式可估算部分全占据态粒子半径分布情况为： 

振动频率在10−12𝐻𝑧~10−4𝐻𝑧 范围的全占据态粒子，其半径介于10−32𝑚~10−30𝑚 之间； 

振动频率在10−4𝐻𝑧~100𝐻𝑧范围的全占据态粒子，其半径介于10−30𝑚~10−28𝑚之间； 

振动频率在100𝐻𝑧~1010𝐻𝑧范围的全占据态粒子，其半径介于10−28𝑚~10−25𝑚之间； 

振动频率在1010𝐻𝑧~1014𝐻𝑧范围的全占据态粒子，其半径介于10−25𝑚~10−24𝑚之间； 

振动频率在1014𝐻𝑧~1016𝐻𝑧范围的全占据态粒子，其半径介于10−24𝑚~10−23𝑚之间； 

振动频率在1016𝐻𝑧~1026𝐻𝑧范围的全占据态粒子，其半径介于10−23𝑚~10−18𝑚之间。 

注：根据6-2 式，由粒子振动频率可计算出全占据态粒子所含引力子的数量。 

▲全占据态粒子的动量范数等于𝑁𝑔(𝑖) × ||𝑝𝑔(𝑖)||，其中||𝑝𝑔(𝑖)||表示𝐺𝑖
■动量。 

▲全占据态粒子轨道角动量范数等于𝑁𝑔(𝑖) × ℎ，其中ℎ表示普朗克常数。 

▲全占据态粒子的静质量严格等于零。 

7.4 光子是全占据态粒子 

如前所述，所有物体均同时具有绝对运动和相对运动，绝对运动是所有物体的本源性

运动。在宇宙中任意选定一位置，在引力作用下所有物体的绝对运动呈现为它们相对于该

位置的全部相对运动。光子也同样具有绝对运动和相对运动，只是光子的相对运动速度等

于绝对运动速度并等于恒量速度。即𝑐 = 𝑣𝐺 = 3 × 10
8𝑚𝑠−1 。这缘于光子是全占据态粒子。 

真空光速的理论值为𝑐 = 𝑣𝐺 = 3 × 10
8𝑚𝑠−1 ，实测值为𝑐 = 2.99792458 × 108𝑚𝑠−1 。

据此有观点认为，光子在真空中的实测速度𝑐 = 2.99792458 × 108𝑚𝑠−1 并不严格等于真空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20.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3.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3.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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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速理论值3 × 108𝑚𝑠−1，这在表明光子具有静质量，尽管量值甚小。 

通过分析发现，这种观点并不正确。如果光子的相对运动速度等于𝑐 = 2.99792458 ×

108𝑚𝑠−1，根据质速公式可得光子静质量𝑚 = 𝑀√1−
𝑐2

𝑣𝐺
2，其中𝑀表示光子动质量。将𝑣𝐺 =

3 × 108𝑚𝑠−1 ， 𝑐 = 2.99792458 × 108𝑚𝑠−1 代 入 可 得 ： 𝑚 = 𝑀√1 −
𝑐2

𝑣𝐺
2 =

3.7190

100
𝑀 =

3.7190

100

ℎ𝑓

𝑣𝐺
2 =

3.7190

100
(|𝑓|)(0.7355 × 10−50𝑘𝑔) = |𝑓|(2.7353 × 10−48𝑘𝑔) ，其中|𝑓| 表示光子频率

的模值。由此可得出两个错误性推论：光子静质量等于其动质量的
3.7190

100
 ；光子静质量随光

子频率增大而增加。如，对于频率为1010𝐻𝑧 光子，据此计算该光子静质量等于2.7353 ×

10−38𝑘𝑔 。对于频率为1020𝐻𝑧 的光子，其静质量等于2.7353 × 10−28𝑘𝑔。 这两个推论和计

算结果都与观测事实严重不符，已有物理实验结果均不支持光子具有静质量。 

由此反证，光子的相对运动速度严格等于绝对运动速度𝑐 = 𝑣𝐺 = 3 × 10
8𝑚𝑠−1 ，因而

光子静质量严格等于零，即，𝑚 = 0。 至于光子相对运动速度实测值略小于真空光速理论

值（恒量速度）这一现象，可由测量介入不可避免对被观测物理量产生干扰给出解释。 

基于上述原因，有理由认为光子是全占据态粒子，且光子半径与同振动频率全占据态

粒子半径相同。根据7 − 2 式，可计算出光子半径的数量级介于10−30𝑚~10−18𝑚之间。 

光子频率分布广泛，从10−4𝐻𝑧到1026𝐻𝑧不等，其动质量相差 30 个数量级，但它们在

真空中的相对运动速度却相同且等于恒量速度，这也缘于所有光子均属于全占据态粒子。 

光子频率下限约为10−4𝐻𝑧 ，其理论依据是：光子不是在宇宙创生之刻产生，而是与宇

宙背景辐射最初形成同时出现，出现时间为宇宙演化约 1 小时 11 分。当时的宇宙背景辐

射温度为1.12 × 10−14𝐾，波谱峰频为6.59 × 10−4𝐻𝑧【13.1.2 节】。这是宇宙出现的第一缕光。 

空间量子化原理与物质不是无限可分具有一致性。𝐺𝑖
■ 是组成真空和所有团状物质的最

基本单元，是宇宙中最小物质且不可再分。这与空间量子是三维空间的基本单元具有一致

性，因为空间量子的体积等于𝐺𝑖
■体积并等于恒量体积。 

“物质是否无限可分？”，这是长期争论不休的基本哲学问题。哲学对世界的认识也

依赖最新科学成果而得以丰富和发展，UPHY 关于𝐺𝑖
■和空间量子化的物理学认识使得这一

古老哲学争论可告终结：物质不是无限可分，而是分到𝐺𝑖
■为止。 

三十三，N-God法则之推论 20：宇宙 ABC辩证逻辑 

设，A 表示 宇宙中任一物体；B:表示宇宙其它全部物质；C 表示宇宙全部物质。则有，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5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5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6.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6.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3.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about/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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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一：A B=C且 A和B均不等于C。 

根据𝐺𝑖
■ 流超距辐射原理和质量定理，任意两物体之间相互等量辐射𝐺𝑖

■ 流且𝐺𝑖
■ 流辐射

具有超距性。因而宇宙中任一物体（A）是由宇宙其它全部物质（B）辐射至该物体所属空

间处的𝐺𝑖
■流（物质）汇聚而成。也即，A属于B的一部分。因而又有， 

命题二：  A B=C且 A属于B的一部分，故有B=C。 

如果将 A和 B 视为没有物质关联的两个孤立部分，则命题一成立，命题二不完全成立，

因 A 不属于 B 且 B 不等于 C；如果将 A 与 B 视为具有超距性物质关联的统一体，则命题

二成立，命题一不完全成立，因命题一表述中“B不等于C”不成立。 

这是两个看似矛盾却在不同条件下均成立的逻辑命题，称之为宇宙ABC辩证逻辑。 

质量定理及其推论具体表达了宇宙ABC逻辑中命题二的物理含义，即宇宙中任一物体

（A）源自宇宙全部物质（C）超距性辐射至该物体所属空间处的𝐺𝑖
■流。宇宙 ABC 辩证逻

辑命题一虽逻辑成立，因未反映 A与 B 之间超距性物质关联性而不具真理性。宇宙是一个

整体，其中所有部分都不是孤立的，而是普遍具有超距性关联。 

宇宙ABC辩证逻辑具有普适性，适用于宇宙中任何物质性存在，对每一个人（“我”）

也同样适用。根据宇宙ABC辩证逻辑可以更好地认识自我。 

我是谁？我是自我，我乃非我；非我是他，他乃自我。 

其中，“他”系指宇宙中除“我”之外的其它所有存在。 

三十四，N-God法则之推论 21：等效质量 

15.1 等效质量 

物理学论述的等效质量是一个机械工程名词，系指在动能相等条件下，机构各构件质

量可用等效构件上一点的假想质量代替，此假想质量称为机构的等效质量。机构等效质量

等于机构的所有构件质量之和[13]。UPHY提出的等效质量是一个与之不同的新概念。 

15.1.1 等效质量定义 

两个或两个以上多维时空结构通过时空变换形成一定数量质量元素的多维时空结构，

则此变换后形成的多维时空结构是等效质量。 

15.1.2 等效质量性质和基本类型 

等效质量产生与质量相同的力效应。等效质量不是质量也不同于质量，可具有方向和

极性。等效质量基本类型包括但不限于：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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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ultra-physics.com/about/9.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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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度等效质量𝑀𝑎 

单位加速度与恒量物理量
|𝐺|𝑚2𝑠0

𝑆𝑇𝑉(|𝐺|𝑚2𝑠0)
的多维时空结构通过时空变换形成加速度等效质

量 𝑀𝑎 = −{
|𝐺|𝑚2𝑠0

𝑆𝑇𝑉(|𝐺|𝑚2𝑠0)
} {𝑚1𝑠−2} = −

|𝐺|𝑚3𝑠−2

𝑆𝑇𝑉(|𝐺|𝑚2𝑠0)
= −

𝑘𝑔

𝑆𝑇𝑉(|𝐺|𝑚2𝑠0)
= −0.245163586350 ×

10−58𝑘𝑔。负号表示加速度等效质量的方向与加速度方向相反。即， 

{
𝑀𝑎 = −

𝑘𝑔

𝑆𝑇𝑉(|𝐺|𝑚2𝑠0)
= −0.245163586350 × 10−58𝑘𝑔

其中，𝑀𝑎 −加速度等效质量，负号表示该等效质量方向与加速度方向相反。

} 

15 − 1 式 

▲约化加速度等效质量�̃�𝑎 

物体在外力作用下产生加速度𝑎 = |𝑎|𝑚𝑠−2并同时形成约化加速度等效质量�̃�𝑎 = |𝑎|𝑀𝑎。 

▲库仑等效质量𝑀𝐶 

单位库仑电荷量与恒量数值
√|G|m0s0

𝑆𝑇𝑉(√|G|m0s0)
的多维时空结构通过时空变换形成库仑等效质

量 𝑀𝐶 = {
√|G|m0s0

𝑆𝑇𝑉(√|G|m0s0)
} {±√|G|m3s−2} = ±

|𝐺|𝑚3𝑠−2

√|G|
= ±

𝑘𝑔

√|G|
= ±

𝑘𝑔

0.8169809445994500×10−5
=

±1.224018756631 × 105𝑘𝑔 。即， 

{
𝑀𝐶 = ±

𝑘𝑔

√|G|
= ±1.224018756631 × 105𝑘𝑔 

其中，𝑀𝐶 −库仑等效质量，该等效质量极性与电荷极性相同。

} 

15 − 2 式 

▲约化库仑等效质量�̃�𝑐 

具有电荷量𝑁𝑒 × 𝑒的任一带电体形成约化库仑等效质量。即， 

{
 
 

 
 �̃�𝑐 = ±

𝑁𝑒|𝑒|

√4𝜋|𝜖0|
𝑀𝑐

其中，�̃�𝑐 −约化库仑等效质量，𝑀𝐶 −库仑等效质量，𝑁𝑒 −带电体所含基本电荷数量，

𝑒 −基本电荷，𝜖0 −真空介电常数，该等效质量极性与基本电荷极性相同。 }
 
 

 
 

 

15 − 3 式 

▲基本电荷等效质量𝑀𝑒 

根 据 库 仑 等 效 质 量 可 得 基 本 电 荷 等 效 质 量 𝑀𝑒 = |𝑒|𝑀𝐶 = (1.60217733 ×

10−19)(±1.2224018756631 × 105𝑘𝑔) = ±1.958504573336 × 10−14𝑘𝑔。 

▲磁矩-磁通量等效质量𝑀𝜇/𝜑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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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磁矩、单位磁通量、恒量数值
√|G|m0s0

𝑆𝑇𝑉(√|G|m0s0)
的多维时空结构通过时空变换形成磁矩

-磁通量等效质量 

𝑀𝜇/𝜑 = {
√|G|m0s0

𝑆𝑇𝑉(√|G|m0s0)
} {

√|𝐺|𝑚5𝑠−3

√|𝐺|𝑚2𝑠−1
} =

|𝐺|𝑚3𝑠−2

|𝐺|
=

𝑘𝑔

6.6745786383860966×10−11
 =

1.498221916584 × 1010𝑘𝑔。即， 

{
𝑀𝜇
𝜑
=
𝑘𝑔

|𝐺|
= 1.498221916584 × 1010𝑘𝑔

其中，𝑀𝜇
𝜑
−磁矩−磁通量等效质量，该等效质量方向与磁矩方向相同。

} 

15 − 4 式 

三十五，N-God法则之推论 22：惯性力的物理实在性 

物理学认为，牛顿运动定律在非惯性系中不成立。为了在非惯性系中仍可沿用牛顿运

动定律，需要人为引入一种假想力---惯性力，并认为惯性力不是一种真实力，它实际上并

不存在，不具有物理实在性。物理学对惯性力给出的这种认识会引发一些疑问： 

一种假想且实际并不存在的力能够产生真实的物理效应吗？ 

一种假想且实际并不存在的力能够抵消真实的引力吗？ 

有加速度必存在力，假想力能使物体在非惯性系中产生真实的反向加速度吗？ 

是性质！是性质不对！疑似物理学对惯性力性质的认识存在缺陷 

CST 模型对惯性力提出新观点并指出：物体在外力作用下产生加速度且遵循牛顿第二

定律𝐹 = 𝑀𝑎 。约化加速度等效质量|𝑎|𝑀𝑎 与物体质量发生作用，对物体产生第一惯性力𝐹𝑎 ，

导致物体在非惯性系中产生反向加速度并向向保持物体原有运动状态。该惯性力𝐹𝑎 大小与

作用力𝐹 相等且方向相反，两者是一对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第一惯性力不是物体之间产生

的作用力，而是物体质量和约化加速度等效质量共同产生的一种力效应，是一种真实力，

具有物理实在性。第一惯性力存在于所有物体之中，伴随物体加速度而产生，具有普适性。 

{
  
 

  
 𝐹𝑎 = 𝑆𝑇𝑉 (

𝑀�̃�𝑎

𝑅�̃�
2 )𝑁𝐺 = 𝐺

𝑀�̃�𝑎

𝑅�̃�
2 = −𝑀𝑎

其中，𝐹𝑎 −第一惯性力，𝑀−物体质量，𝑎 −物体加速度，

�̃�𝑎 = |𝑎|𝑀𝑎 −约化加速度等效质量，

𝑅�̃� −加速度约化半径且𝑅�̃� = 𝐿𝐺，𝐹𝑎方向与加速度方向相反。}
  
 

  
 

 

15 − 7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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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𝐹𝑎 = 𝐺
𝑀�̃�𝑎

𝑅�̃�
2 = −|𝐺|𝑚

3𝑘𝑔−1𝑠−2
|𝑀|𝑘𝑔|𝑎|𝑘𝑔

|𝐿𝐺|
2𝑚2𝑆𝑇𝑉(|𝐺|𝑚2𝑠0)

= −
|𝑎|𝑚𝑠−2|𝑀|𝑘𝑔

𝑆𝑇𝑉(𝑚−1)2𝑆𝑇𝑉(𝑚2)
 

= −|𝑀|𝑘𝑔|𝑎|𝑚𝑠−2 = −𝑀𝑎。即，第一惯性力𝐹𝑎作用于物体 M 并产生反向加速度−𝑎。证毕。 

注：加速度约化半径是约化加速度等效质量“质心”与物体质量质心的距离。 

三十六，N-God法则之推论 23：惯性起源 

惯性是物体具有的一种物理属性。物理学的惯性定义是：物体保持静止或匀速运动状

态的性质是惯性[10,13]。UPHY 将其称为惯性第一定义。对惯性的这种认识首先由意大利物

理学家伽利略-伽利雷（1564-1642）提出，后被英国物理学家艾萨克-牛顿（1643-1727）

总结为牛顿第一定律（惯性定律）：任何物体都要保持匀速运动或静止状态，直到外力迫

使它改变运动状态为止]。 

关于惯性起源，奥地利哲学家和物理学家恩斯特-马赫（1838~1916）曾给出一个物理

学哲学认识，他认为，惯性由宇宙其它全部物质对其中任一物体的共同作用所引起.[13]。将

这个物理学哲学思想称为马赫猜想。 

马赫猜想一直停留在哲学思辨阶段，未能发展成为物理学认识，因为无论马赫本人还

是后继物理学家们都没有对马赫猜想给出严格证明，尽管这个猜想总体上为正确。惯性起

源或惯性本质是相对论的遗留问题，也是现代物理学尚未解决的一个前沿性基础课题。 

惯性起源与物体质量形成及运动起源密切相关，认识惯性起源并对惯性进行准确定义

依赖于或取决于对物体质量形成及运动起源的物理学认识。基于𝐺𝑖
■流超距辐射原理、质量

定理、引力生成机制、合力范数作用和绝对运动，UPHY 对惯性和惯性起源给出如下认识： 

4.6.1 惯性第二定义 

物体具有并保持绝对运动的性质是物体惯性，简称惯性。 

4.6.2 惯性起源 

惯性源于宇宙全部物质对其中任一物体的合力范数作用【12.1 节】。即， 

{
 
 

 
 
任一物体在合力范数作用下产生绝对运动并保持运动速度等于恒量速度。

||𝐹𝑟𝑚(𝑖)||

𝑚
× 𝑡𝑈(𝑖) = 𝑎𝑔(𝑖) × 𝑡𝑈(𝑖) ≡ 𝑣𝐺 = 𝑐

其中，||𝐹𝑟𝑎(𝑖)|| −物体的合力范数，𝑚−物体质量，𝑎𝑔(𝑖) − 𝐺𝑖
■加速度，

𝑡𝑈(𝑖) −宇宙年龄，𝑣𝐺 −恒量速度，𝑐 −光速常数，𝑖 −宇宙量子数。 }
 
 

 
 

 

惯性本质：物体具有绝对运动是惯性的物理本质。 

惯性起源诠释：合力范数作用是宇宙全部物质对其中任一物体绝对力之代数和，并等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4.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5.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5.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43.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46.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26.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about/9.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46.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2.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3.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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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物体的合力范数。任一物体𝑚 的合力范数等于该物体所含𝐺𝑖
■ 数量与第二𝐺𝑖

■ 力之积。即

||𝐹𝑟𝑚(𝑖)|| = ∑ ||𝐹𝑗𝑚|| =𝑁𝑔𝑚 × ||𝐹𝑔2(𝑖)|| 。其中，||𝐹𝑟𝑚(𝑖)|| 表示物体的合力范数，||𝐹𝑗𝑚|| 表

示宇宙中其它物体对该物体的绝对力，𝑁𝑔𝑚 表示物体所含引力子数量，||𝐹𝑔2(𝑖)|| 表示第二

𝐺𝑖
■ 力且||𝐹𝑔2(𝑖)|| =

𝑁𝐺

𝑖2
 。在绝对运动状态下，所有物体均具有相同加速度且等于𝐺𝑖

■ 加速度

𝑎𝑔(𝑖)。宇宙年龄即是宇宙一维时间总量且𝑡𝑈(𝑖) = 𝑖 × 𝑡𝐺
【8.8.3 节/14.4 节】。 

三十七，N-God法则之推论 24：真空物质占比 

宇宙的广袤空间实际上是真空。因全部真空的体积甚高精度等于其三维空间体积，故

真空总体积甚高精度等于宇宙瞬时三维空间总量，它是宇宙诸物理量统一解的一个分项解

【8.8.10 节】，该分项解为𝑉𝑈(𝑖) =
4𝜋

3
𝑖3𝑉𝐺. 

根据真空质量密度和宇宙瞬时三维空间总量可获得真空总质量的一般解： 

{
 
 

 
 𝑀𝑣𝑎𝑐(𝑖) = 𝑉𝑈(𝑖) × 𝜌𝑣𝑎𝑐(𝑖) =

93. 8̇

100
𝑀𝑈(𝑖)

其中，𝑀𝑣𝑎𝑐(𝑖) −真空总质量，𝑀𝑈(𝑖)–宇宙总质量，𝜌𝑣𝑎𝑐(𝑖) −真空质量密度，

𝑉𝑈(𝑖) =
4𝜋

3
𝑖3𝑉𝐺 −宇宙瞬时三维空间总量，𝑖 −宇宙量子数。 }

 
 

 
 

 

6 − 6 式 

证明：真空质量密度𝜌𝑣𝑎𝑐(𝑖) =
93.8̇

100

3

4𝜋
𝑖−2𝜌𝐺 ，宇宙瞬时三维空间总量𝑉𝑈(𝑖) =

4𝜋

3
𝑖3𝑉𝐺 .，因而

真 空 总 质 量 𝑀𝑣𝑎𝑐(𝑖) = 𝜌𝑣𝑎𝑐(𝑖) × 𝑉𝑈(𝑖) = (
93.8̇

100

3

4𝜋
𝑖−2𝜌𝐺) (

4𝜋

3
𝑖3𝑉𝐺) =

93.8̇

100
𝑖𝜌𝐺𝑉𝐺 =

93.8̇

100
𝑖𝑀𝐺 =

93.8̇

100
𝑀𝑈(𝑖)。证毕。 

6-6 式表明，真空总质量占宇宙总质量的
93.8̇

100
。 

6-1 式、6-3 式、6-6 式中的百分比
93.8̇

100
是通过对宇宙总质量和总动量范数进行多维时

空结构分析而获得的一个重要理论结果。具体分析过程如下： 

根据宇宙诸物理量统一解【8.8 节】可知，宇宙总动量范数||𝑝𝑈(𝑖)|| = 𝑖 × 𝑝𝐺，宇宙总质量

𝑀𝑈(𝑖) = 𝑖 × 𝑀𝐺 ，取两者之比的时空数值，有𝑆𝑇𝑉(
||𝑝𝑢(𝑖)||

𝑀𝑈(𝑖)
 )=𝑆𝑇𝑉 (

𝑖|𝑝𝐺|𝑘𝑔𝑚𝑠
−1

𝑖|𝑀𝐺|𝑘𝑔
) = 1 ，于是有，

𝑆𝑇𝑉{||𝑝𝑈(𝑖)||} = 𝑆𝑇𝑉(𝑖|𝑝𝐺|𝑘𝑔𝑚𝑠
−1) = 𝑆𝑇𝑉[𝑀𝑈(𝑖)]。 

另一方面，𝑆𝑇𝑉(𝑖|𝑝𝐺|𝑘𝑔)𝑆𝑇𝑉(𝑚𝑠
−1) =

𝑖

|𝑣𝐺|
𝑆𝑇𝑉(|𝑝𝐺|𝑘𝑔)。 

比较上面两个公式，有𝑆𝑇𝑉[𝑀𝑈(𝑖)] =  
𝑖

|𝑣𝐺|
𝑆𝑇𝑉(|𝑝𝐺|𝑘𝑔) =

𝑖

|𝑣𝐺|
𝑆𝑇𝑉(𝑘𝑔)|𝑝𝐺| 。将该式两

边同消𝑆𝑇𝑉 符号且令𝑀𝑐𝑜𝑛𝑔.(𝑖) =
𝑖

|𝑣𝐺|
𝑘𝑔 ，可得𝑀𝑈(𝑖) = |𝑝𝐺|𝑀𝑐𝑜𝑛𝑔.(𝑖) = 16. 36̇̇𝑀𝑐𝑜𝑛𝑔.(𝑖) 。即，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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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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𝑀𝑐𝑜𝑛𝑔.(𝑖) =
𝑀𝑈(𝑖)̇

16.36̇̇
= 0.061̇𝑀𝑈(𝑖) =

6.1̇

100
𝑀𝑈(𝑖)   

根据物质分类，物质分为点状物质、团状物质、真空，且团状物质和真空均是由𝐺𝑖
■ 和

三维空间组成的。据此并根据可观测物质约占宇宙总物质 4.9%的天文学估算结果[12]，可

确认𝑀𝑐𝑜𝑛𝑔.(𝑖) 是团状物质的总质量，全部真空的总质量𝑀𝑣𝑎𝑐..(𝑖) 必然为𝑀𝑣𝑎𝑐.(𝑖) = 𝑀𝑈(𝑖) −

𝑀𝑐𝑜𝑛𝑔.(𝑖) = (1 −
6.1̇

100
)𝑀𝑈(𝑖) =

𝟗𝟑.�̇�

𝟏𝟎𝟎
𝑀𝑈(𝑖)。即，𝑀𝑣𝑎𝑐..(𝑖) =

𝟗𝟑.�̇�

𝟏𝟎𝟎
𝑀𝑈(𝑖)。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全部真空在宇宙总物质中占比等于
93.8̇

100
；全部团状物质在宇宙总物

质中占比等于
6.1̇

100
 。此两占比与宇宙量子数无关，因而占比恒定，不随宇宙演化进行而变化。 

三十八，N-God法则之推论 25：团状物质占比 

根据物质分类，物质分为点状物质、团状物质、真空，且团状物质和真空均是由𝐺𝑖
■ 和

三维空间组成的。团状物质包括所有基本粒子和物体，大到星体，小至桄子。根据全部真

空在宇宙总物质中的占比，必然有：全部团状物质在宇宙总物质中占比为： 

{
𝑀𝑐𝑜𝑛𝑔.(𝑖) =（1 −

93. 8̇

100
）𝑀𝑈(𝑖) =

6. 1̇

100
𝑀𝑈(𝑖)

其中，𝑀𝑐𝑜𝑛𝑔.(𝑖) −团状物质总质量，𝑀𝑣𝑎𝑐(𝑖) −真空总质量，𝑀𝑈(𝑖)–宇宙总质量。
} 

需指出，暗物质和暗能量是现代宇宙学为解释一些天文观测现象而提出的理论假设，

尚无任何直接证据证实它们的真实性。UPHY 不支持暗物质和暗能量假说，并认为宇宙膨

胀动力于合力范数作用（并参见12.3宇宙膨胀机制），与所谓暗能量无关；天体运动异常

缘于被观测天体的绝对运动特征（参见12.4宇宙膨胀现象和性质），与所谓暗物质无关。 

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奥卡姆剃刀如是说。 

关于宇宙诸物理量的统一解 

根据自然上帝第三方程，在下述第三十九节---第五十三节中给出宇宙诸物理量统一解，

该统一解构成对自然上帝的实证性考察，并具有如下特点： 

▲该统一解诸分项解出自相同方程，所有分项解一致兼容且相互印证。 

▲诸分项解一般解的正确性可由今天解具有的实证性保障，因为一般解和今天解均出

自同一方程，唯一不同的是宇宙量子数。今天解为真，其对应的一般解必真。 

▲该统一解诸分项解的今天解具有与CMB温度（2.7250𝐾）相同精度，因今天宇宙常

数是镜像宇宙方程和该温度的联立解。因而诸今天解的精度与 CMB 温度的精度一致，且

消除了对今天宇宙相应观测数据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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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N-God法则之推论 26：宇宙初始物理态 

第 0 帧宇宙全息图像显现并随即并列地凝聚生成各种特定数量的物理元素，并由相应

物理量物理表征。所有这些物理元素共同凝聚生成宇宙的第一份物质，并由此形成宇宙初

始物理态。宇宙初始物理态标志着实体化宇宙诞生，其物理特性包括但不限于： 

{
 
 
 
 
 
 
 

 
 
 
 
 
 
 

宇宙初始质量𝑀𝑈(1) = 𝑀𝐺 = 0. 5̇4̇ × 10
−7𝑘𝑔

宇宙初始能量𝐸𝑈(1) = 𝐽𝐺 = 0.49̇0̇ × 10
10𝐽

宇宙初始质量密度𝜌𝑈(1) =
3

4𝜋
𝜌𝐺 = 1.9672…× 10

95𝑘𝑔𝑚−3

宇宙初始时间𝑡𝑈(1) = 𝑡𝐺 = 1.3483…× 10
−43𝑠

宇宙初始半径𝑅𝑈(1) = 𝐿𝐺 = 0.4045…× 10
−34𝑚

宇宙初始三维空间体积𝑉𝑈(1) =
4𝜋

3
𝑉𝐺 = 2.7727…× 10

−103𝑚3

宇宙初始温度𝑇𝑈𝑃(1) =
𝑇𝐺

1.0083̇ × 1093
= 0.3526…× 10−60𝐾(绝对零度)

宇宙初始角动量范数||𝐿𝑈(1)|| = ℎ = 6.6194…× 10
−34 𝑘𝑔𝑚2𝑠−1

宇宙初始动量范数||𝑝𝑈(1)|| = 𝑝𝐺 = 16. 3̇6̇𝑘𝑔𝑚𝑠
−1

…… }
 
 
 
 
 
 
 

 
 
 
 
 
 
 

 

8 − 4 式 

该组数据是宇宙基本方程在𝑖 = 1下的一组分项解。 

从上式中，宇宙初始温度等于绝对零度。这是一个自然且合理的结论。在宇宙初始态

下宇宙具有的物质量最少，并表现为宇宙初始质量、初始能量、初始动量、初始角动量等

物理量均为最小值，宇宙温度也必然是最低。 

四十，N-God法则之推论 27：宇宙总质量一般解和今天解 

8.8.1 宇宙总质量和𝐺𝑖
■质量一般解和今天解 

因𝑆𝑇𝐶(𝑘𝑔) = |𝐺|𝑚3𝑠−2 ，有𝑎 − 𝑏 = 3 − 2 = 1 ，按𝑑 取值规则，可取𝑑 = 1 或− 1 ，且

取𝛽𝐴 = 1 。根据宇宙总体方程𝐴𝑈(𝑖) = 𝛽𝐴𝑖
𝑑𝐴𝐺 和虚无作用方程得宇宙总质量和𝐺𝑖

■ 质量的解： 

{
 
 

 
 
𝑀𝑈(𝑖) = (1.0083̇ × 10

93)𝑀𝑈𝑃(𝑖) = 𝑖𝑀𝐺 = 𝑖
2𝑀𝑔(𝑖)，且𝑀𝑈(𝑛) = 4.2145 × 10

53𝑘𝑔

𝑀𝑔(𝑖) =
𝑀𝐺

𝑖
，且𝑀𝑔(𝑛) = 0.7059 × 10

−68𝑘𝑔

其中，𝑀𝑈(𝑖) −宇宙总质量，𝑀𝑈𝑃(𝑖) −镜像质量，𝑀𝑔(𝑖) − 𝐺𝑖
■质量，

宇宙量子数𝑖 = 1,2,3,… , 𝑛, … ,1.0083̇ × 1093；𝑛 = 7.7266 × 1060是今天宇宙常数。}
 
 

 
 

 

8-18-1 式 

▲𝑀𝑈(𝑛) = 𝑛𝑀𝐺 = (7.7266 × 10
60)(0.5454 × 10−7𝑘𝑔) = 4.2145 × 1053𝑘𝑔； 

▲𝑀𝑔(𝑛) =
0.54545454×10−7𝑘𝑔

7.7266×1060
= 0.7059 × 10−68𝑘𝑔。 

从该解可知，宇宙总质量等于镜像镜像只狼的1.0083̇ × 1093 倍，也等于宇宙量子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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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量质量之积，也等于引力子总数量与引力子质量之积。引力子质量等于恒量质量与宇宙

量子数之比；今天宇宙物质总质量等于4.2145 × 1053𝑘𝑔  ，引力子质量的今天值等于

0.7059 × 10−68𝑘𝑔  ；宇宙物质总质量随宇宙演化进行在，性增加，其量值是宇宙量子数的

一次方正比函数，比例常数是恒量质量。引力子质量反比于宇宙量子数，随宇宙演化进行

而向向更小。 

四十一，N-God法则之推论 28：宇宙半径一般解和今天解 

8.8.2 宇宙半径和𝐺𝑖
■半径一般解和今天解  

因𝑆𝑇𝐶(𝑚) = 𝑚1𝑠0 ，有𝑎 − 𝑏 = 1 − 0 = 1 ，按𝑑 取值规则，可取𝑑 = 1 或− 1 ，取𝛽𝐴 =

1。根据宇宙总体方程𝐴𝑈(𝑖) = 𝛽𝐴𝑖
𝑑𝐴𝐺和虚无作用方程得宇宙半径和𝐺𝑖

■半径的解： 

{
 
 

 
 𝑅𝑈(𝑖) = (1.0083̇ × 10

93)𝑅𝑈𝑃(𝑖) = 𝑖𝐿𝐺 = 𝑖
2𝑅𝑔(𝑖)，且𝑅𝑈(𝑛) = 3.1254 × 10

26𝑚

𝑅𝑔(𝑖) =
𝐿𝐺
𝑖
，且𝑅𝑔(𝑛) = 0.5235 × 10

−95𝑚

其中，𝑅𝑈(𝑖) −宇宙半径，𝑅𝑈𝑃(𝑖) −镜像半径，𝑅𝑔(𝑖) − 𝐺𝑖
■半径，𝑖 −宇宙量子数。}

 
 

 
 

 

8-18-2 式 

▲𝑅𝑈(𝑛) = 𝑛𝐿𝐺 = (7.7266 × 10
60)(0.4045 × 10−34𝑚) = 3.1254 × 1026𝑚； 

▲𝑅𝑔(𝑛) =
0.40451991×10−34𝑚

7.7266×1060
= 0.5235 × 10−95𝑚。 

该一般解表明一维空间是量子化的，基本份额是𝐿𝐺。 

宇宙半径等于镜像半径的1.0083̇ × 1093 倍，也等于宇宙量子数与恒量长度之积，也等

于引力子总数量与引力子半径之积。引力子半径等于恒量长度与宇宙量子数之比；今天宇

宙半径等于3.1254 × 1026𝑚 （约合 330 亿光年），引力子半径的今天值等于0.5235 ×

10−95𝑚  ；宇宙半径随宇宙演化进行在，性增大，其量值是宇宙量子数的一次方正比函数，

比例常数是恒量长度。引力子半径反比于宇宙量子数，随宇宙演化进行而向向更小。 

四十二，N-God法则之推论 29：宇宙年龄一般解和今天解 

8.8.3 宇宙年龄和𝐺𝑖
■时间一般解和今天解 

因𝑆𝑇𝐶(𝑠) = 𝑚0𝑠1 ，有𝑎 − 𝑏 = 0 − (−1) = 1 ，按𝑑 取值规则，可取𝑑 = 1 或− 1 ，,且取

𝛽𝐴 = 1。根据宇宙总体方程𝐴𝑈(𝑖) = 𝛽𝐴𝑖
𝑑𝐴𝐺和虚无作用方程得得宇宙年龄和𝐺𝑖

■时间的解： 

{
 
 

 
 𝑡𝑈(𝑖) = (1.0083̇ × 10

93)𝑡𝑈𝑃(𝑖) = 𝑖𝑡𝐺 = 𝑖
2𝑡𝑔(𝑖)，且𝑡𝑈(𝑛) = 3.3036 × 10

10年

𝑡𝑔(𝑖) =
𝑡𝐺
𝑖
，且𝑡𝑔(𝑛) = 0.1745 × 10

−103𝑠

其中，𝑡𝑈(𝑖) −宇宙年龄，𝑡𝑈𝑃(𝑖) −镜像时间，𝑡𝑔(𝑖) − 𝐺𝑖
■时间，𝑖 −宇宙量子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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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3 式 

▲ 𝑡𝑈(𝑛) = 𝛽𝐴𝑛
𝑑𝑡𝐺 = 𝑛𝑡𝐺 = (7.7266 × 10

60)(1.34839972 × 10−43𝑠) = 10.4186 ×

1017𝑠 = 3.3036 × 1010年（约330亿年）； 

▲𝑡𝑔(𝑛) =
1.34839972×1043𝑠

7.7266×1060
= 0.1745 × 10−103𝑠。 

数与恒量时间之积，也等于引力子总数量与引力子时间之积。引力子时间等于恒量时

间与宇宙量子数之比；今天宇宙年龄等于1.04186 × 1018𝑠 = 3.3036 × 1010年（约合三百三

十亿零三千六百挖年），引力子时间的今天值等于0.1745 × 10−103𝑠  ；宇宙年龄随宇宙演

化进行在，性增大，其量值是宇宙量子数的一次方正比函数，比例常数是恒量时间。引力

子时间反比于宇宙量子数，随宇宙演化进行而向向更小。 

四十三，N-God法则之推论 30：宇宙总能量一般解和今天解 

8.8.5 宇宙总能量和𝐺𝑖
■能量一般解和今天解 

因𝑆𝑇𝐶(𝐽) = |𝐺|𝑚5𝑠−4 ，有𝑎 − 𝑏 = 5 − 4 = 1 ，按𝑑 取值规则，取𝑑 = 1 或− 1 ，且取

𝛽𝐴 = 1。根据宇宙总体方程𝐴𝑈(𝑖) = 𝛽𝐴𝑖
𝑑𝐴𝐺和虚无作用方程得宇宙总能量和𝐺𝑖

■能量的解： 

{
 
 

 
 𝐸𝑈(𝑖) = (1.0083̇ × 10

93)𝐸𝑈𝑃(𝑖) = 𝑖𝐽𝐺 = 𝑖
2𝑒𝑔(𝑖)，且𝐸𝑈(𝑛) = 3.7929 × 10

70𝐽

𝑒𝑔(𝑖) =
𝐽𝐺
𝑖
，且𝑒𝑔(𝑛) = 0.6353 × 10

−51𝐽

其中，𝐸𝑈(𝑖) −宇宙总能量，𝐸𝑈𝑃(𝑖) −镜像能量，𝑒𝑔(𝑖) − 𝐺𝑖
■能量，𝑖 −宇宙量子数。}

 
 

 
 

 

8-18-5 式 

▲𝐸𝑈(𝑛) = 𝑛𝐽𝐺 = (7.7266 × 10
60)(0.49090 × 1010𝐽) = 3.7929 × 1070𝐽； 

▲𝑒𝑔(𝑛) =
0.49090×1010𝐽

7.7266×1060
= 0.6353 × 10−51𝐽。 

从该解可知，宇宙总能量等于镜像能量的1.0083̇ × 1093 倍，也等于宇宙量子数与恒量

能量之积，也等于引力子总数量与引力子能量之积。引力子能量等于恒量能量与宇宙量子

数之比；今天宇宙总能量等于3.7929 × 1070𝐽  ，引力子能量的今天值等于0.6353 × 10−51𝐽  ；

宇宙总能量随宇宙演化进行在，性增大，其量值是宇宙量子数的一次方正比函数，比例常

数是恒量能量。引力子能量反比于宇宙量子数，随宇宙演化进行而向向更小。 

四十四，N-God法则之推论 31：宇宙平均质量密度一般解和今天解 

8.8.6  宇宙平均质量密度和𝐺𝑖
■质量密度一般解和今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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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𝑆𝑇𝐶(𝑘𝑔𝑚−3) = |𝐺|𝑚0𝑠−2 ，有𝑎 − 𝑏 = 0 − 2 = −2 ，按𝑑 取值规则取𝑑 = −2 。宇宙瞬

时三维空间总量的何何形状甚高精度等效于球体且球体半径等于宇宙半径，故取𝛽𝐴 =
3

4𝜋
 。

根据宇宙总体方程𝐴𝑈(𝑖) = 𝛽𝐴𝑖
𝑑𝐴𝐺和虚无作用方程得宇宙平均质量密度的解： 

{
 
 

 
 𝜌𝑈(𝑖) = (1.0083̇ × 10

93)𝜌𝑈𝑃(𝑖) =
3

4𝜋
𝑖−2𝜌𝐺 =

3

4𝜋
𝑖−1𝜌𝑔(𝑖)，

且𝜌𝑈(𝑛) = 3.2951 × 10
−27𝑘𝑔𝑚−3

其中，𝜌𝑈(𝑖) −宇宙平均质量密度，𝜌𝑈𝑃(𝑖) −镜像质量密度，𝜌𝑔(𝑖) − 𝐺𝑖
■质量密度，。}

 
 

 
 

 

8-18-6 式 

▲ 𝜌𝑈(𝑛) =
3

4𝜋
𝑛−2𝜌𝐺 = (

3

4𝜋
) (7.7266 × 1060)−2(8.2402205 × 1095𝑘𝑔𝑚−3) = 3.2951 ×

10−27𝑘𝑔𝑚−3 

▲𝜌𝑔(𝑛) =
8.24022054×1095𝑘𝑔𝑚−3

7.7266×1060
= 1.0664 × 1035𝑘𝑔𝑚−3。 

宇宙平均质量密度等于镜像质量密度的1.0083̇ × 1093 倍，也等于宇宙量子数的负二次

方与恒量质量密度之积的
3

4𝜋
 倍，也等于宇宙量子数的负一次方宇引力子质量密度之积的

3

4𝜋

倍。引力子质量密度等于恒量质量密度与宇宙量子数之比；今天宇宙平均质量密度等于

3.2951 × 10−27𝑘𝑔𝑚−3 ，引力子质量密度的今天值等于1.0664 × 1035𝑘𝑔𝑚−3 ；宇宙平均质

量密度随宇宙演化进行在非，性减小，其量值是宇宙量子数的二次方反比函数，比例常数

是恒量质量密度。引力子质量密度反比于宇宙量子数，随宇宙演化进行而向向减小。 

四十五，N-God法则之推论 32：宇宙总动量范数一般解和今天解 

8.8.7 宇宙总动量范数和𝐺𝑖
■动量一般解和今天解 

因𝑆𝑇𝐶(𝑝) = |𝐺|𝑚4𝑠−3，有𝑎 − 𝑏 = 4 − 3 = 1，按𝑑取值规则，取𝑑 = 1 或− 1，取𝛽𝐴 =

1。根据宇宙总体方程𝐴𝑈(𝑖) = 𝛽𝐴𝑖
𝑑𝐴𝐺和虚无作用方程得宇宙总动量范数和𝐺𝑖

■动量解： 

{
  
 

  
 

||𝜌𝑈(𝑖)|| = (1.0083̇ × 10
93)𝑝𝑈𝑃(𝑖) = 𝑖𝑝𝐺 = 𝑖

2||𝑝𝑔(𝑖)||，

且||𝑝𝑈(𝑛)|| = 1.2643 × 10
62𝑘𝑔𝑚𝑠−1

||𝑝𝑔(𝑖)|| =
𝑝𝐺

𝑖
，且||𝑝𝑈(𝑛)|| = 2.1178 × 10

−60𝑘𝑔𝑚𝑠−1

其中，||𝑝𝑈(𝑖)|| −宇宙总动量范数，||𝑝𝑈(𝑖)|| −镜像动量，

||𝑝𝑔(𝑖)|| − 𝐺𝑖
■动量，𝑖 −宇宙量子数。 }

  
 

  
 

8-18-7 式 

▲||𝑝𝑈(𝑛)|| = 𝑛𝑝𝐺 = (7.7266 × 10
60)(16. 3̇6̇𝑘𝑔𝑚𝑠−1) = 1.2643 × 1062𝑘𝑔𝑚𝑠−1 

▲𝑝𝑔(𝑛) =
16.3636𝑘𝑔𝑚𝑠−1

7.7266×1060
= 2.1178 × 10−60𝑘𝑔𝑚𝑠−1。 

宇宙总动量范数系指宇宙所有物体和粒子动量绝对值之总和。从该解可知，宇宙总动

量范数等于镜像动量的1.0083̇ × 1093 倍，也等于宇宙量子数与恒量动量之积，也等于引力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8.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8.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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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总数量与引力子动量之积。引力子动量等于恒量动量与宇宙量子数之比；今天宇宙总动

量范数等于1.2643 × 1062𝑘𝑔𝑚𝑠−1 ，引力子动量的今天值等于2.1178 × 10−60𝑘𝑔𝑚𝑠−1 ；宇

宙总动量范数随宇宙演化进行在，性增大，其量值是宇宙量子数的一次方正比函数，比例

常数是恒量动量。引力子动量反比于宇宙量子数，随宇宙演化进行而向向更小。 

四十六，N-God法则之推论 33：宇宙总轨道角动量范数一般解和今天解 

8.8.8 宇宙总轨道角动量范数一般解和今天解 

因𝑆𝑇𝐶(𝐿) = |𝐺|𝑚5𝑠−3 ，有𝑎 − 𝑏 = 5 − 3 = 2 ，按𝑑 取值规则取𝑑 = 2 ,且取𝛽𝐴 = 1 。根

据宇宙总体方程𝐴𝑈(𝑖) = 𝛽𝐴𝑖
𝑑𝐴𝐺和虚无作用方程得宇宙总轨道角动量范数的解： 

{

||𝐿𝑈𝑅(𝑖)|| = (1.0083̇ × 10
93)||𝐿𝑈𝑃(𝑖)|| = 𝑖

2ℎ，且||𝐿𝑈𝑅(𝑛)|| = 3.9518 × 10
88𝐽𝑠

其中，||𝐿𝑈𝑅(𝑖)||−宇宙总轨道角动量，||𝐿𝑈𝑃(𝑖)|| −镜像角动量，

ℎ −普朗克常数，𝑖 −宇宙量子数。

} 

8-18-8 式 

▲||𝐿𝑈𝑅(𝑛)|| = 𝑛
2ℎ = (7.7266 × 1060)2(6.61941683 × 10−34𝐽𝑠) = 3.9518 × 1088𝐽𝑠。 

▲ ||𝐿𝑔𝑅(𝑖)|| = 𝑀𝑔(𝑖)𝑣𝐺𝑅𝑈(𝑖) ≡ ℎ（普朗克常数） 。 

根据宇宙背景运动，宇宙总角动量范数||𝐿𝑈(𝑖)||系指宇宙所有物体和粒子角动量绝对值

之总和。宇宙总角动量范数包括宇宙总轨道角动量范数、宇宙总自旋角动量范数、宇宙总

自转角动量范数，且有||𝐿𝑈(𝑖)|| = (𝑖
2 + 𝑖 + 1)ℎ 。从该解可知，宇宙总轨道角动量范数等于

镜像角动量的1.0083̇ × 1093 倍，也等于宇宙量子数的平方与恒量角动量（普朗克常数）之

积，也等于引力子总数量与引力子轨道角动量之积。引力子轨道角动量恒等于普朗克常数；

今天宇宙总轨道角动量范数等于3.9518 × 1088𝐽𝑠 。宇宙总轨道角动量范数随宇宙演化进行

在非，性增大，其量值是宇宙量子数二次方的正比函数，比例常数是普朗克常数。引力子

轨道角动量保持恒定且恒等于普朗克常数。 

四十七，N-God法则之推论 34：宇宙瞬时三维空间总量一般解和今天解 

8.8.10 宇宙瞬时三维空间总量一般解和今天解 

因𝑆𝑇𝐶(𝑚3) = |𝐺|𝑚3𝑠0 ，有𝑎 − 𝑏 = 3 − 0 = 3 ，按𝑑 取值规则，取𝑑 = 3 。因宇宙瞬时

三维空间总量的何何形状甚高精度等效于球体且球体半径等于宇宙半径，故取𝛽𝐴 =
4𝜋

3
 。根

据宇宙总体方程𝐴𝑈(𝑖) = 𝛽𝐴𝑖
𝑑𝐴𝐺和虚无作用方程得宇宙瞬时三维空间总量的解：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8.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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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𝑉𝑈(𝑖) = (1.0083̇ × 10

93)𝑉𝑈𝑃(𝑖) =
4𝜋

3
𝑖3𝑉𝐺，且𝑉𝑈(𝑛) = 1.2789 × 10

80𝑚3

其中，𝑉𝑈(𝑖) −宇宙瞬时三维空间总量，𝑉𝑈𝑃(𝑖) −镜像体积，𝑖 −宇宙量子数。
} 

8-18-10 式 

▲𝑉𝑈(𝑛) =
4𝜋

3
𝑛3𝑉𝐺 =

4𝜋

3
(7.7266 × 1060)3(0.661941683 × 10−103𝑚3) 

= 1.2789 × 1080𝑚3 

从该解可知，宇宙瞬时三维空间总量等于镜像体积的1.0083̇ × 1093 倍，也等于宇宙量

子数三次方与恒量体积之积的
4𝜋

3
 倍，今天宇宙瞬时三维空间总量等于1.2789 × 1080𝑚3 。根

据空间量子化原理，宇宙的三维空间是量子化的，基本份额等于恒量体积，也等于引力子

体积，且等于0.661941683 × 10−103𝑚3 。宇宙瞬时三维空间总量量值是宇宙量子数的三次

方正比函数，随宇宙演化进行而快速增加。 

四十八，N-God法则之推论 35：宇宙运行/振动频率一般解和今天解 

8.8.11 宇宙运行频率、宇宙本体振动频率和𝐺𝑖
■频率一般解和今天解 

因𝑆𝑇𝐶(𝐻𝑧) = 𝑚0𝑠−1 ，有𝑎 − 𝑏 = 0 − 1 = −1 ，按𝑑 取值规则，可分别取𝑑 = −1，0，1 ，

且取𝛽𝐴 = 1 。根据宇宙总体方程𝐴𝑈(𝑖) = 𝛽𝐴𝑖
𝑑𝐴𝐺 和虚无作用方程解出宇宙本体振动频率

𝑓𝑈(𝑖)（取𝑑 = 1）、宇宙运行频率𝑓𝑅(𝑖)（取𝑑 = 0）、𝐺𝑖
■频率（取𝑑 = −1）的解： 

{
  
 

  
 
𝑓𝑈(𝑖) = (1.0083̇ × 10

93)𝑓𝑈𝑃(𝑖) = 𝑖𝑓𝐺 = 𝑖
2𝑓𝑔(𝑖)，且𝑓𝑈(𝑛) = 5.7302 × 10

103𝐻𝑧

𝑓𝑅(𝑖) ≡ 𝑓𝐺 = 7.4161984 × 10
42𝐻𝑧

𝑓𝑔(𝑖) =
𝑓𝐺
𝑖
，且𝑓𝑔(𝑛) = 0.9598 × 10

−18𝐻𝑧

其中，𝑓𝑈(𝑖) −宇宙本体振动频率，𝑓𝑈𝑃(𝑖) −镜像频率，𝑓𝑅(𝑖) −宇宙运行频率，

𝑓𝑔(𝑖) − 𝐺𝑖
■频率，𝑓𝐺 −恒量频率，𝑖 −宇宙量子数。 }

  
 

  
 

 

8-18-11 式 

▲𝑓𝑈(𝑛) = 𝑛𝑓𝐺 = (7.7266 × 10
60)(0.74161984 × 1043𝐻𝑧) 

= 5.7302 × 10103𝐻𝑧。 

▲𝑓𝑔(𝑛) =
0.74161984×1043𝐻𝑧

7.7266×1060
=0. 9598 × 10−18𝐻𝑧。 

从该解可知，宇宙本体（物质世界）的振动频率等于等于镜像频率的1.0083̇ × 1093 倍，

也等于宇宙量子数与恒量频率之积，也等于引力子总数量与引力子频率之积。对于今天宇

宙，宇宙本体振动频率等于5.7302 × 10103𝐻𝑧 ，引力子频率等于0.9598 × 10−18𝐻𝑧 。宇宙

运行频率即是完备时空过程的发生频率，该频率恒定且等于恒量频率𝑓𝐺 = 0.74161984 ×

1043𝐻𝑧。也即，CST 过程每秒钟产生7.4161984 × 1042个完备时空。引力子频率反比于宇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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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量子数，随宇宙演化进行而向向更低。引力子频率的倒数等于宇宙年龄。 

四十九，N-God法则之推论 36：宇宙膨胀常数一般解和今天解 

宇宙膨胀常数是宇宙诸物理量统一解的分项解，宇宙膨胀常数的物理含义与哈勃常数

的相同，但量值存在差异。根据宇宙诸物理量统一解的实证性可确认今天宇宙膨胀常数的

精度与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温度的精度相同。宇宙膨胀常数一般解则表明，宇宙膨胀常数随

宇宙演化进行在缓慢减小。宇宙膨胀常数一般解和今天解表述为： 

{
 
 
 
 

 
 
 
 𝑍𝐶(𝑖) =

2.2884 × 1062

𝑖
𝑘𝑚𝑠−1𝑀𝑝𝑐−1

𝑡𝑈(𝑖) =
1

𝑍𝐶(𝑖)

𝑍𝐶(𝑛) =
2.2884 × 1062

𝑛
𝑘𝑚𝑠−1𝑀𝑝𝑐−1 = 29.617𝑘𝑚𝑠−1𝑀𝑝𝑐−1

其中，𝑍𝐶(𝑖) −宇宙膨胀常数，𝑍𝐶(𝑛) −今天宇宙膨胀常数，𝑡𝑈(𝑖) −宇宙年龄。

宇宙量子数 𝑖 = 7.628 × 1056, … , 𝑛, … ,1.0083̇ × 1093；𝑛 = 7.7266 × 1060 −今天宇宙常数。}
 
 
 
 

 
 
 
 

 

12 − 3 式 

证明：物理单位𝑘𝑚𝑠−1𝑀𝑝𝑐−1 的实际单位是𝑠−1 ，因而𝑆𝑇𝐶(𝑘𝑚𝑠−1𝑀𝑝𝑐−1) = 𝑚0𝑠−1 ，

故 有 𝑎 − 𝑏 = 0 − 1 = −1 ， 按 𝑑 取 值 规 则 取 𝑑 = −1 , 且 取 𝛽𝐴 = 1 。 恒 量 物 理 量

(𝑘𝑚𝑠−1𝑀𝑝𝑐−1)𝐺 

=
1

𝑆𝑇𝑉(𝑘𝑚𝑠−1𝑀𝑝𝑐−1)
𝑘𝑚𝑠−1𝑀𝑝𝑐−1 =

𝑆𝑇𝑉(𝑠)𝑆𝑇𝑉(𝑀𝑝𝑐)

𝑆𝑇𝑉(𝑘𝑚)
𝑘𝑚𝑠−1𝑀𝑝𝑐−1 

=
𝑆𝑇𝑉(0.74161984×1043)(106×3.08567758×1016)

103
𝑘𝑚𝑠−1𝑀𝑝𝑐−1 = 2.2884 × 1062𝑘𝑚𝑠−1𝑀𝑝𝑐−1。 

根据宇宙总体方程𝐴𝑈(𝑖) = 𝛽𝐴𝑖
𝑑𝐴𝐺可求得宇宙膨胀常数一般解： 

𝑍𝐶(𝑖) = 𝛽𝐴𝑖
𝑑(𝑘𝑚𝑠−1𝑀𝑝𝑐−1)𝐺 = 𝑖

−1(𝑘𝑚𝑠−1𝑀𝑝𝑐−1)𝐺 =

𝑖−1𝑆𝑇𝑉(𝑘𝑚𝑠−1𝑀𝑝𝑐−1)−1𝑘𝑚𝑠−1𝑀𝑝𝑐−1 =
2.2884×1062

𝑖
𝑘𝑚𝑠−1𝑀𝑝𝑐−1 。 因 (𝑘𝑚𝑠−1𝑀𝑝𝑐−1)𝐺 =

(𝑠−1)𝐺 ，故𝑍𝐶(𝑖) =
1

𝑖
(𝑘𝑚𝑠−1𝑀𝑝𝑐−1)𝐺 =

1

𝑖
(𝑠−1)𝐺 =

1

𝑖

1

𝑡𝐺
=

1

𝑖𝑡𝐺
=

1

𝑡𝑈(𝑖)
 。即𝑍𝐶(𝑖) =

1

𝑡𝑈(𝑖)
。 将=

7.7266 × 1060代入一般解可得今天宇膨胀常数： 

𝑍𝐶(𝑛) =
2.2884×1062

7.7266×1060
𝑘𝑚𝑠−1𝑀𝑝𝑐−1 = 29.617𝑘𝑚𝑠−1𝑀𝑝𝑐−1。证毕。 

宇宙膨胀常数的物理含义： 

▲相对于宇宙中任一位置，被观察天体的视向退行速度每百万秒差距（3.0857 ×

1022𝑚 ）增加
2.2884×1062

𝑖
𝑘𝑚𝑠−1 。对于今天宇宙，天体视向退行速度每百万秒差距增加

29.617𝑘𝑚𝑠−1。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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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宇宙膨胀常数变化缓慢，年变化量约为−8.9 × 10−10𝑘𝑚𝑠−1𝑀𝑝𝑐−1。该结果计算

如下： 

∆𝑍𝐶(𝑛) =
−∆𝑛

𝑛(𝑛 + ∆𝑛)
 2.2884 × 1062𝑘𝑚𝑠−1𝑀𝑝𝑐−1 

≈ −
2.33877232×1050

5.97×10121
2.2884 × 1062𝑘𝑚𝑠−1𝑀𝑝𝑐−1 = −8.9 × 10−10𝑘𝑚𝑠−1𝑀𝑝𝑐−1。 

这个变化量太小，观测技术无法对该变化量进行有效测量。 

▲宇宙年龄等于宇宙膨胀常数的倒数，今天宇宙年龄等于今天宇宙膨胀常数的倒数且

等于𝑡𝑈(𝑛) =
1

𝑍𝐶(𝑛)
=

1

29.617𝑘𝑚𝑠−1𝑀𝑝𝑐−1
=

3.0857×1022𝑚

29.617×103𝑚
s = 1.0418 × 1018𝑠（约330亿年）。 

五十，N-God法则之推论 37：宇宙背景辐射一般解和今天解 

CST模型基于N-God 第二方程给出CBR基本物理特性一般解和今天解。 

{
 
 
 
 
 
 
 
 
 
 
 
 
 
 
 
 

 
 
 
 
 
 
 
 
 
 
 
 
 
 
 
 

▲ 𝑇𝐶𝐵𝑅(𝑖) = 𝑇𝑈𝑃(𝑖) = 𝑆𝑇𝑉(∑|𝑀𝐺|𝑠𝑗,𝑗−1
−2

𝑖−1

𝑗=0

)𝑇𝐺 =
𝑖 × 𝑇𝐺
𝑁

=
𝑖2𝑇𝑔(𝑖)

𝑁

且𝑇𝐶𝐵𝑅(𝑛) = 2.7250𝐾；

▲ 𝑓𝐶𝐵𝑅(𝑖) = α𝑓𝑈𝑃(𝑖) = α𝑆𝑇𝑉(∑|𝑀𝐺|𝑠𝑗,𝑗−1
−2

𝑖−1

𝑗=0

)𝑓𝐺 = α
𝑖𝑓𝐺
𝑁
= α

𝑖2𝑓𝑔(𝑖)

𝑁
= α

𝑘𝐵𝑇𝐶𝐵𝑅(𝑖)

ℎ

且𝑓𝐶𝐵𝑅(𝑛) = 1.6034 × 10
11𝐻𝑧；

▲ 𝑒𝐶𝐵𝑅(𝑖) =
10

2
𝐸𝑈𝑃(𝑖) =

10

2
𝑆𝑇𝑉(∑|𝑀𝐺|𝑠𝑗,𝑗−1

−2

𝑖−1

𝑗=0

)𝐽𝐺 =
10

2

𝑖𝐽𝐺
𝑁
=
10

2

𝑖2𝑒𝑔(𝑖)

𝑁
=
10

2
𝑘𝐵𝑇𝐶𝐵𝑅(𝑖)

且𝑒𝐶𝐵𝑅(𝑛) = 1.8808 × 10
−22𝐽(约 1.1739 × 10−3𝑒𝑉)；

▲  λ𝐶𝐵𝑅(𝑖) =
𝜆𝑈𝑃(𝑖)

5
=

𝑐

5𝑓𝑈𝑃(𝑖)
=

𝑐ℎ

5𝑘𝐵𝑇𝐶𝐵𝑅(𝑖)

且 λ𝐶𝐵𝑅(𝑛) = 1.0558 × 10
−3𝑚；

▲  𝑈𝐶𝐵𝑅(𝑖) = 𝑁(𝑇)𝑒𝐶𝐵𝑅(𝑖) = 𝑁(𝑇)
10

2

𝑖𝐽𝐺
𝑁
= 𝑁(𝑇)

10

2

𝑖2𝑒𝑔(𝑖)

𝑁
= 96.16𝜋

{𝑘𝐵 𝑇𝐶𝐵𝑅(𝑖)}
4

(ℎ𝑐)3

且 𝑈𝐶𝐵𝑅(𝑛) = 7.72 × 10
−14𝐽𝑚−3。

其中，𝑇𝐶𝐵𝑅(𝑖) − CBR 温度，𝑇𝑈𝑃(𝑖) −镜像温度，𝑇𝐺 −恒量温度，𝑇𝑔(𝑖) − 𝐺𝑖
■温度，

𝑓𝐶𝐵𝑅(𝑖) − CBR 光谱峰值频率，𝑓𝑈𝑃(𝑖) −镜像频率，𝑓𝐺 −恒量频率，𝑓𝑔(𝑖) − 𝐺𝑖
■频率，

𝑒𝐶𝐵𝑅(𝑖) − CBR 光子均能，𝐸𝑈𝑃(𝑖) −镜像能量，𝐽𝐺 −恒量能量，𝑒𝑔(𝑖) − 𝐺𝑖
■能量，

 λ𝐶𝐵𝑅(𝑖) − CBR 光谱峰值波长，𝜆𝑈𝑃(𝑖) =
𝑐

𝑓𝑈𝑃(𝑖)
−镜像波长，𝑁(𝑇) − CBR 光子数密度，

𝑈(𝑇) − CBR 能量密度，∑|𝑀𝐺|𝑠𝑗,𝑗−1
−2

𝑖−1

𝑗=0

−镜像宇宙，α = 2.821489，𝑁 = 1.0083̇ × 1093

ℎ −普朗克常数，𝑘𝐵 −玻尔兹曼常数，𝑐 −光速常数，

宇宙量子数𝑖 = 3.1754 × 1046, … , 𝑛, … ,1.0083̇ × 1093；𝑛 = 7.7266 × 1060是今天宇宙常数。}
 
 
 
 
 
 
 
 
 
 
 
 
 
 
 
 

 
 
 
 
 
 
 
 
 
 
 
 
 
 
 
 

 

13 − 1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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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3.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8.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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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一，N-God法则之推论 38：超空间速度 

超空间速度是镜像速度在虚无作用下生成的一个实体化速度，物理表征镜像宇宙在实

体化宇宙中的运动速度，超空间速度的物理含义是：镜像宇宙在一个恒量时间内可到达宇

宙中任何位置，即使该位置位于宇宙半径处。 镜像宇宙不是物质而是一种实体化存在，超

空间速度与物质具有运动速度极限不矛盾。 

{
 
 

 
 𝑣𝑠𝑠(𝑖) = 𝑣𝑈𝑃(𝑖) × 1.0083̇ × 10

93 = 𝑖 × 𝑣𝐺
𝑣𝑠𝑠(𝑛) = 𝑛 × 𝑣𝐺 = 2.3179 × 10

69𝑚𝑠−1

其中，𝑣𝑠𝑠(𝑖) −超空间速度，𝑣𝑈𝑃(𝑖) −镜像速度，𝑣𝐺 −恒量速度

宇宙量子数𝑖 = 1,2,3,… , 𝑛, … ,1.0083̇ × 1093；𝑛 = 7.7266 × 1060是今天宇宙常数。}
 
 

 
 

 

9 − 9 式 

证明：速度单位时空组态是𝑚1𝑠−1 ，据此有𝑎 − 𝑏 = 1 − 1 = 0 。根据𝑑 值取值规则，可

取𝑑 = 1 ，取𝛽𝐴 = 1 。恒量速度𝑣𝐺 = 3 × 10
8𝑚𝑠−1 。根据镜像宇宙方程可求解任一宇宙量子

数下镜像速度量值 

𝑣𝑈𝑃(𝑖) = 𝑖
1−1𝑆𝑇𝑉(∑|𝑀𝐺|𝑠𝑗,𝑗−1

−2

𝑖−1

𝑗=0

)𝑣𝐺 =
𝑖 × 𝑣𝐺

1.0083̇ × 1093
 

该速度在虚无作用下物化并放大1.0083̇ × 1093 生成一个实体化速度𝑣𝑠𝑠(𝑖) =  𝑖 × 𝑣𝐺 。

因𝑣𝑠𝑠(𝑖) =  𝑖 × 𝑣𝐺 = 𝑖
𝐿𝐺

𝑡𝐺
=

𝑖×𝐿𝐺

𝑡𝐺
=

𝑅𝑈(𝑖)

𝑡𝐺
 ，故该速度表明镜像宇宙在一个恒量时间内可到达宇

宙中任何位置，即使该位置位于宇宙半径处。据此将𝑣𝑠𝑠(𝑖)称为镜像宇宙的超空间速度。。 

五十二，N-God法则之推论 39：基本电荷和电磁共生态 

9.6.1 基本电荷生成机制 

在恒量电荷和恒量磁通量条件下，今天镜像宇宙产生一种原平方电荷𝑒𝑐
2(𝑛)。 

𝑒𝑐
2(𝑛) =

𝐶𝐺
𝑊𝑏𝐺

𝑆𝑇𝑉(∑|𝑀𝐺|𝑠𝑗,𝑗−1
−2

𝑛−1

𝑗=0

)𝐶𝐺 

=
(4.456259697815 × 10−13𝐶)2(7.6627 × 10−33)

1.485419899271 × 10−21𝑊𝑏
 

=
102.440943559 × 10−38𝐶2

𝑊𝑏
。 

原平方电荷𝑒𝑐
2(𝑛)均分于10维时空的 10个维度，每一维度均分布 4个同性电荷，该

种同性电荷正是基本电荷。其中，5个空间维度各分布4个正基本电荷或负基本电荷，5

个时间维度各分布4个负基本电荷或正基本电荷。10个时空维度共分布40 个基本电荷。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8.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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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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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𝑒𝑐
2(𝑛)

per dimension.
=
10.2440943559 × 10−38𝐶2

𝑊𝑏
=
{(+𝑒) + (+𝑒)}{(+𝑒) + (+𝑒)}

𝑊𝑏
=
(+2𝑒)2

𝑊𝑏

或

𝑒𝑐
2(𝑛)

per dimension.
=
10.2440943559 × 10−38𝐶2

𝑊𝑏
=
{(−𝑒) + (−𝑒)}{(−𝑒) + (−𝑒)}

𝑊𝑏
=
(−2𝑒)2

𝑊𝑏 }
 
 

 
 

 

9 − 11 式 

9.6.2 基本电荷一般解 

𝑒(𝑖) = ±√
𝑖

3.016979564954 × 1098
𝐶                           9 − 12 式 

证明：因
𝐶𝐺

𝑊𝑏𝐺
𝑆𝑇𝑉(∑ |𝑀𝐺|𝑠𝑗,𝑗−1

−2𝑖−1
𝑗=0 )𝐶𝐺 = 10 ×

{±2𝑒(𝑖)}2

𝑊𝑏
， 

故有𝑒(𝑖) = ±√
𝑖 × (|𝐶𝐺|𝐶)

2

40(1.0083̇ ×× 1093)|𝑊𝑏𝐺|
 

= ±√
𝑖 × (4.456259697815 × 10−13)2

40(1.0083̇ ×× 1093)(1.485419899271 × 10−21)
𝐶 

= ±√
𝑖

3.016979564954×1098
𝐶。证毕。 

9.6.3 基本电荷今天解 

𝑒(𝑛) = 𝑒 = ±√
7.7266 × 1060

3.016979564954 × 1098
𝐶 = ± 1.6003244134 × 10−19𝐶 

基本电荷测量值：1.60217662 × 10−19𝐶[14] 

9.6.4 基本电荷演变 

基本电荷相对稳定，其量值随宇宙量子数增加而缓慢增大 ，今后一百万年时基本电荷

的增加量 ∆𝑒(𝑛) = √
𝑛+∆𝑛

3.016979564954×1098
𝐶 −√

𝑛

3.016979564954×1098
𝐶 = 2.4 × 10−24𝐶。 

注 12：一百万年对应的宇宙量子数增数等于2.3387723548904879× 1056. 

9.6.5 电磁共生态 

𝐶𝐺
𝑊𝑏𝐺

𝑆𝑇𝑉(|𝑀𝐺|∑𝑠𝑗,𝑗−1
−2

𝑖−1

𝑗=0

)𝐶𝐺 = 10 ×
{±2𝑒(𝑖)}2

𝑊𝑏
                         9 − 13 式 

该式表达镜像宇宙的电磁共生态。电磁共生态表明，基本电荷与其内部单位磁通量是

共生的，基本电荷是在恒量电荷量和恒量磁通量条件下由镜像宇宙产生。 

五十三，N-God法则之推论 40：真空电流 

镜像宇宙具有电流属性并产生镜像电流。今天镜像电流量值可根据镜像宇宙方程求解。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7.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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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𝐼𝑈𝑃(𝑛) = 𝑆𝑇𝑉 (∑|𝑀𝐺|𝑠𝑗,𝑗−1
−2

𝑛−1

𝑗=0

)𝐼𝐺 =
𝑛 × 𝐼𝐺

1.0083̇ × 1093

= 25.32 × 10−3𝐴   (约 25毫安）

其中，∑|𝑀𝐺|𝑠𝑗,𝑗−1
−2

𝑛−1

𝑗=0

−今天镜像宇宙，𝐼𝑈𝑃(𝑛) −真空电流

，𝐼𝐺 −恒量电流，𝑛 −今天宇宙常数。 }
 
 
 
 

 
 
 
 

 

9 − 16 式 

注：
𝑛×𝐼𝐺

1.0083̇×1093
=

(7.7266××1060）（3.3048××1030A）

1.0083̇×1093
25.32 × 10−3𝐴   。 

镜像电流表观上从真空中流出，故称之为真空电流。真空电流在低温环境下（3𝐾 右））

可测。真空电流是一个理论预测结论，有待物理实验证实。 

五十四，N-God法则之推论 41：镜像力和镜像功 

9.7 今天镜像力和镜像功 

镜像宇宙产生一种力，称之为镜像力。镜像力是镜像宇宙的物理特性之一，具有物理

实在性。在特定物理条件下，镜像力可以物体做功而产生镜像功，镜像功是一种潜在且有

待开发的宇宙能源。镜像力是 UPHY 的一个重要理论发现，为一种潜在的划时代技术提供

了基础理论支撑。 

根据镜像宇宙方程可求解今天镜像力||𝐹𝑈𝑃(𝑛)||为； 

{
 
 
 
 

 
 
 
 

||𝐹𝑈𝑃(𝑛)|| = 𝑆𝑇𝑉 (∑|𝑀𝐺|𝑠𝑗,𝑗−1
−2

𝑛−1

𝑗=0

)𝑁𝐺 =
𝑛 × 𝑁𝐺

1.0083̇ × 1093

=
(7.7266 × 1060)(1.21355976 × 1044𝑁)

1.0083̇ × 1093
= 9.2991 × 1011𝑁

其中，||𝐹𝑈𝑃(𝑛)|| −今天镜像力，∑|𝑀𝐺|𝑠𝑗,𝑗−1
−2

𝑛−1

𝑗=0

−今天镜像宇宙，𝑁𝐺 −恒量力。
}
 
 
 
 

 
 
 
 

 

9 − 14 式 

9.7.1 今天镜像力的基本性质： 

▲今天镜像力不是物质之间的作用力，而是镜像宇宙产生的一种作用力。 

▲在自然状态下，今天镜像力对于任何物体处于禁闭状态。 

▲今天镜像力||𝐹𝑈𝑃(𝑛)|| = 9.2991 × 10
11𝑁在今后 46.7 万年内保持不变，即今天镜像力与

今天宇宙常数𝑛 = 7.7266 × 1060的物理学有效期相同。 

9.7.2 镜像功 

在特定物理条件下，今天镜像力可作用于任一物体使其发生相对位移并做功，将这种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8.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3.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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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称为镜像功，使用符号𝑊𝑀𝑈表示，且有 

{
𝑊𝑀𝑈 = ||𝐹𝑈𝑃(𝑛)|| × 𝐿

其中，𝑊𝑀𝑈 −镜像功，||𝐹𝑈𝑃(𝑛)|| −今天镜像力，𝐿 −物体位移量或转动半径。
} 

9 − 15 式 

在自然状态下，今天镜像力处于禁闭状态，不产生可观测的力效应。在特定物理条件

下（关键技术），今天镜像力禁闭状态解除，进而诱发并显现镜像功。该关键技术®目前是

一份技术蓝图，尚未付诸实施。 

技术应用展望： 该关键技术一经被物理实验验证，即可实现今天镜像力可控，并通过

技术装置获得一种驱动力𝐹𝑀𝑈𝑊，其方向可控并可作用于任何选定物体，其大小可控并介于

0𝑁~||𝐹𝑈𝑃(𝑛)|| 之间。将这种技术装置称为镜像功引擎，简称 MUW-Drive。镜像功引擎是

一种零普通能源消耗、100%清洁和安全、全时空域有效、动力强大且持续不竭的动力装

置。配置 MUW- Drive 的镜像功飞行器（MUW-DV）也将应运而生。鉴于 MUW-Drive

具有普通能源不可比拟的优质特性，MUW-DV 将势必取代目前的飞机、船舶、轨道动车、

汽车、运载火箭等传统运输工具，并将使得人类进入宇宙动力时代。 

五十五，N-God法则之推论 42: CMB第一判决实验 

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演变非常缓慢，对CMB温度变化量（每一百亿年升温0.8248𝐾）

的实验验证无法技术实现。庆幸的是，对CMB另外两个物理特性（CMB光谱峰值频率的

年增加量和CMB不可屏蔽性）的实验验证均具有技术可操作性。 

13.5 关于CMB第一判决实验 

这是一个判定宇宙背景辐射演变向势的物理实验设计，该实验具有技术可操作性。 

▲实验目的：验证CBR温度随时间增加而升高，温升速率为
+0.8248𝐾

一百亿年
。 

▲实验指标：CMB波谱峰值频率向电磁频谱高频的移动，移动量为
+4.89𝐻𝑧

年
或

+48.9𝐻𝑧

10年
。 

▲理论依据：CBR 温度和 CBR 光谱峰值频率量值均是宇宙量子数的一次方正比函数。

CBR 温度温升速率为每一百亿年升高0.8248𝐾，这也是 CMB 温度变化量，该变化量对应

于CMB光谱峰值频率的年增加量为+4.89Hz。 

第一判决性实验具有技术可操作性。目前最高速摄像机的技术指标已经达到3.85 万亿

帧每秒，而且技术已经实现对阿秒（10−18𝑠 ）时间量分辨。因此现有技术可实现对

10−12𝐻𝑧 频率变化量的分辨，可满足第一判决实验的技术要求。第一判决实验指标一经证

实，将成为镜像宇宙客观性的直接证据，同时将否定大爆炸宇宙论关于宇宙温度随宇宙演

http://www.ultra-physics.com/muw/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muw/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muwdv/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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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进行而向向更低的理论主张。 

五十六，N-God法则之推论 43：CMB第二判决实验 

这是一个判定宇宙背景辐射物理成因的物理实验设计，该实验具有技术可操作性。 

▲实验目的：验证镜像宇宙是CBR的辐射源。 

▲实验指标：CMB 不可屏蔽性。即，在密闭金属容器中仍可检测到 CMB，并可根据

检测数据绘制与COBE相同的CMB光谱图。 

▲理论依据：镜像宇宙以其全息性和超空间速度遍历宇宙并形成 CBR，而任何物质均

不能屏蔽镜像宇宙。因此，CBR 不可屏蔽性可通过在密封金属容器中仍可检测到 CMB 得

到证实，进而证实镜像宇宙是CBR的辐射源。 

第二判决实验对实验设备的要求较低，具备高灵敏度的 CMB 探测仪器即可满足实验

要求。最好将 CMB 探测设备放置在太空空间站中进行实验，屏蔽效果会更好。第二判决

实验指标一经证实，将直接证实镜像宇宙的存在，也将否定大爆炸宇宙论关于 CMB 是宇

宙大爆炸残留热辐射场的理论主张。此两实验的科学意义重大，期盼科学界早日付诸实施。 

五十七，N-God法则之推论 44：哈勃定律修正公式 

哈勃定律是一个实验定律，由美国天文学家埃德温-哈勃（1889-1953）根据大量天

文观测结果总结并于 1929 年正式提出。哈勃定律表述为𝑣 = 𝐻0 × 𝐷，其中，𝑣表示被观察

星系相对于地球的视向退行速度，𝐷 表示被观察星系与地球之间距离，𝐻0 是哈勃常数。该

定律反映了遥远星系视向退行速度与地球之间距离的正比关系。哈勃定律所反映的这种正

比关系得到大量观测证实。然而，对遥远星系距离的确定是一个复杂问题，导致哈勃常数

值被不断修正，从最初约500𝑘𝑚𝑠−1𝑀𝑝𝑐−1 修正到目前的𝐻0 = 48~71𝑘𝑚𝑠
−1𝑀𝑝𝑐−1 。哈勃

常数不是直接观测结果，而是基于天文观测数据并通过宇宙学理论分析而得出。在哈勃常

数和观测数据之间存在一个理论分析环节，这个理论环节的正确性和准确性直接关系到对

哈勃常数𝐻0 确定结果的可程程度和准确性。通过简单计算发现，基于哈勃常数和哈勃定律

会导致一个错误的理论你结果：在宇宙半径处星系退行速度大于光速𝑐 。如，若取𝐻0 =

48𝑘𝑚𝑠−1𝑀𝑝𝑐−1 ，根据今天宇宙半径𝑅𝑈(𝑛) = 𝑛 × 𝐿𝐺 = 3.1254 × 10
26𝑚 ，由哈勃定律解出

𝑣 = 𝐻0 × 𝐷 = (48𝑘𝑚𝑠
−1)(3.0857 × 1022𝑚)−1 ( 3.1254 × 1026𝑚 )=  4.86 × 108𝑚𝑠−1 ；若取

𝐻0 = 71𝑘𝑚𝑠
−1𝑀𝑝𝑐−1 ，退行速度𝑣 = 7.19 × 108𝑚𝑠−1 ，这两个计算结果都大于光速𝑐 。如

此，在哈勃常数𝐻0 和哈勃定律下会产生星系超光速退行的理论结果。广义相对论是现代宇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8.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3.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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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学的基础物理理论之一，它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任何物体运动速度均不大于光速𝑐，而现代

宇宙学对哈勃常数的确认结果却导致星系超光速退行，这种出尔反尔的理论结果的确令人

尴尬。物体超光速运动即没有可程的理论依据，也没有可被重复验证的实验结果。鉴于此，

哈勃常数𝐻0 = 48~71𝑘𝑚𝑠
−1𝑀𝑝𝑐−1 这个基于观测的理论分析结果应该受到质疑，现代宇宙

学对哈勃常数的理论分析环节疑似存在问题。 

今天宇宙膨胀常数𝑍𝐶(𝑛)是宇宙诸物理量统一解的一个今天解，与该统一解其它诸分项

解逻辑自洽、兼容且相互印证。今天宇宙常数的观测基础是CMB温度2.725K。该观测数

据不仅精度好，而且没有宇宙学歧义，单纯表示今天宇宙温度。因而，基于 CMB 温度和

宇宙诸物理量统一解确定的𝑍𝐶(𝑛) = 29.6171𝑘𝑚𝑠
−1𝑀𝑝𝑐−1具有更好的可程性和准确性。 

基于上述并宇宙膨胀常数一般解，对哈勃定律进行修正并表述为哈勃定律修正公式： 

{
  
 

  
 

𝑣𝑟(𝑖) = 𝑍𝐶(𝑖) × 𝐷

𝑣𝑟(𝑛) = 𝑍𝐶(𝑛) × 𝐷 = (29.6171𝑘𝑚𝑠
−1𝑀𝑝𝑐−1)𝐷

𝑣𝑟(𝑖) ≤ 𝑐

其中，𝑣𝑟(i) −星系视向退行速度，𝐷 −星系与观察者之间距离，

𝑐 −光速常数，𝑍𝐶(𝑖) −宇宙膨胀常数，𝑍𝐶(𝑛) −今天宇宙膨胀常数，

 𝑖 = 7.628 × 1056, … , 𝑛,… ,1.0083̇ × 1093；𝑛 = 7.7266 × 1060 −今天宇宙常数。}
  
 

  
 

 

12 − 4 式 

根据哈勃定律修正公式、宇宙膨胀常数、合力范数作用及其运动方程，可推论； 

▲天体退行速度最大值为光速𝑐并发生于相对距离等于宇宙半径处。 

证明：𝑣𝑟(𝑖) = 𝑍𝐶(𝑖) × 𝐷 =
1

𝑡𝑈(𝑖)
× 𝑅𝑈(𝑖) =

𝑖𝐿𝐺

𝑖𝑡𝐺
=

𝐿𝐺

𝑡𝐺
= 𝑣𝐺 = 𝑐。证毕。 

▲宇宙膨胀速度不大于光速常数𝑐 

宇宙膨胀表现为空间膨胀和天体系统性退行运动。因空间膨胀速度等于恒量速度且等

于光速常速𝑐，天体退行速度小于或等于光速常数𝑐，因而宇宙膨胀速度必然不大于光速𝑐。 

▲任何物体和粒子均不能做超光速运动 

根据合力范数作用运动方程，任何物体和粒子的绝对运动速度均相等且等于恒量速度

（光速常数𝑐），这由宇宙全部物质的共同作用（合力范数作用）所决定；任何物体和粒子

相对运动均源自它们的绝对运动，其相对运动速度必然小于或等于恒量速度（光速常数𝑐）。

因此，合力范数作用不容许任何物体和粒子进行超光速运动。如前所述，𝐺𝑖
■的运动速度等

于恒量速度，𝐺𝑖
■ 流超距性辐射缘于镜像宇宙全同性操作，与𝐺𝑖

■ 本身的这个运动速度无关。 

此外，CST 模型对宇宙膨胀给出的理论计算和分析结论是逻辑自洽的演绎结果，无需

引入额外理论假设。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奥卡姆剃刀如是说。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2.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48.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48.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7.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7.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46.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2.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46.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46.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26.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20.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4.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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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八，N-God法则之推论 45：星系平均半径公式 

任一星系的平均半径是该星系对其边缘处天体的总引力值与该天体的合力范数达到平

衡的结果。据此并根据合力范数作用方程可得任一星系平均半径的计算公式： 

{
 
 
 
 

 
 
 
 

𝑅𝐶𝑆(𝑖) = √
𝐺𝑀

𝑎𝑔(𝑖)

𝑅𝐶𝑆(𝑛) = √
𝐺𝑀

𝑎𝑔(𝑛)
= (√0.2318|𝑀|)𝑚

其中，𝑅𝐶𝑆 −任一星系平均半径，𝑎𝑔(𝑖) − 𝐺𝑖
■加速度，

𝐺 −引力常数，𝑀−星系总质量，|𝑀| −星系总质量的模值。}
 
 
 
 

 
 
 
 

 

12 − 5 式 

证明：设任一星系边缘处一天体质量为𝑚 ，该星系总质量为𝑀 ，星系平均半径为𝑅𝑐𝑠 。根据

合力范数作用方程，该天体的合力范数||𝐹𝑟𝑚(𝑖)|| = 𝑁𝑔𝑚 × ||𝐹𝑔2(𝑖)|| 。其中𝑁𝑔𝑚 表示该天体

所含𝐺𝑖
■ 数量，||𝐹𝑔2(𝑖)|| =

𝑁𝐺

𝑖2
 表示第二𝐺𝑖

■ 力。当该天体所受此星系总引力值𝐹𝑠𝑢𝑚 = −𝐺
𝑀𝑚

𝑅𝑐𝑠
2

与该天体的合力范数达到平衡时，有−𝐺
𝑀𝑚

𝑅𝐶𝑆(𝑖)
2 +𝑁𝑔𝑚 × ||𝐹𝑔2(𝑖)|| = 0 。将𝑚 = 𝑁𝑔𝑚𝑀𝑔(𝑖) 代

入又有𝐺
𝑀𝑁𝑔𝑚𝑀𝑔(𝑖)

𝑅𝐶𝑆(𝑖)
2 = 𝑁𝑔𝑚 × ||𝐹𝑔2(𝑖)|| ，因而𝑅𝐶𝑆(𝑖)

2 = 𝐺
𝑀𝑁𝑔𝑚

𝑀𝐺
𝑖

𝑁𝑔𝑚×
𝑁𝐺
𝑖2

=
𝐺𝑀
𝑎𝐺
𝑖

 ，由此可得𝑅𝐶𝑆(𝑖) =

√
𝐺𝑀

𝑎𝑔(𝑖)
 。将𝐺 = 6.6745 × 10−11𝑚3𝑘𝑔−1𝑠−2 ，𝑎𝑔(𝑛) = 0.2879 × 10

−9𝑚𝑠−2 代入得𝑅𝐶𝑆(𝑛) =

√
𝐺𝑀

𝑎𝑔(𝑛)
= √

(6.6745×10−11𝑚3𝑘𝑔−1𝑠−2)|𝑀|𝑘𝑔

0.2879×10−9𝑚𝑠−2
= √0.2318|𝑀|𝑚。证毕。 

注：对于非球体星系，可将其约化为球体且星系平均半径等于该约化球体的球半径。 

以下对星系平均半径公式给出三个计算验证。 

验证一，太阳系平均半径 

太阳系总质量近似等于2× 1030𝑘𝑔，根据 12-5 式可计算太阳系平均半径 

𝑅𝐶𝑆 == √0.2318 × 2 × 1030𝑚 = 6.8088 × 1014𝑚 

天文观测结果[4-13]有三个参考结果并介于 4. 504 × 1012𝑚~1.496 × 1016𝑚之间。 若以王 

星为界，太阳系半径约 4. 504 × 1012𝑚 ；若以日球层为界，太阳系半径约150𝐴𝑈 ，约合

2.244× 1013𝑚；若以奥尔特云为界，太阳系半径约105𝐴𝑈，约合 1.496 × 1016𝑚。 

注：𝐴𝑈 = 1.496 × 1011𝑚。一光年=9.4608 × 1015𝑚。 

验证二，银河系平均半径 

银河系总质量约等于2.98 × 1042𝑘𝑔[13]，根据12-5 式可计算银河系平均半径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46.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46.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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𝑅𝐶𝑆 = √0.2318 × 2.98 × 10
42𝑚 = 8.311 × 1020𝑚 

天文观测结果[4]：银河系半径约为10万光年，约合9.46 × 1020𝑚。 

验证三，总星系平均半径 

总星系是宇宙所有星系之总和，总星系质量必然等于宇宙总质量𝑀𝑈(𝑖) = 𝑖 × 𝑀𝐺 ，其

中包括总星系中全部真空的质量。根据12-5 式可计算总星系平均半径为： 

𝑅𝐶𝑆 = √
𝐺𝑀

𝑎𝑔(𝑖)
= STV(√

𝐺 × 𝑖 ×𝑀𝐺

𝑎𝐺
𝑖

)𝐿𝐺 = √𝑖
2 × 𝐿𝐺 = 𝑖 × 𝐿𝐺 = 𝑅𝑈(𝑖) 

12 − 6 式 

也即，总星系平均半径等于宇宙半径。今天宇宙总星系半径为 (7.7266 ×

1060)(0.4045 × 10−34𝑚) = 3.1254 × 1026𝑚，约330亿光年。 

五十九，N-God法则之推论 46：原作用原理 

物理学已发现的四种基本作用（万有引力作用、电磁作用、弱作用和强作用）具体表

现为相应的基本作用力。UPHY 发现，宇宙中至少还存在另外六种基本作用力。即，第一

惯性力、第二惯性力（绝对力）、第一Gi
■力、第二Gi

■力、合力范数作用、宇宙第一推力等。

这六种基本作用力连同引力和静电力均服从原作用原理。 

原作用原理是 UPHY关于基本作用力统一的假设原理。该原理陈述为： 

所有基本作用力均是原作用的具体表现形式，且具有相同的数学表达形式。所有基本

作用力或表现为质量与质量之间、或质量与等效质量之间、或等效质量与等效质量之间的

相互作用力。该原理由原作用方程给出数学表达： 

{
 
 

 
 𝐹ξ = ±𝑆𝑇𝑉 (

ξ1ξ2
𝑅2

)𝑁𝐺 = ±𝐺
ξ1ξ2
𝑅2

其中，𝐹ξ −原作用力，G −引力常数，𝑁𝐺 −恒量力，

ξ1、ξ2 −两作用体质量或等效质量，𝑅 −两作用体间距或约化半径

𝑆𝑇𝑉 −时空数值，±表示作用力方向与𝑅失径方向相同或相反。 }
 
 

 
 

 

15 − 5 式 

六十，N-God法则之推论 47：八种基本力的统一表述 

15.3  八种基本作用力的统一表述 

      根据原作用原理，可对下述八种基本作用力给出统一表述。 

15.3.1 万有引力（引力） 

引力是原作用在任意两个物体质量下的一种物理表现形式。引力是任意两个物体之间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43.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about/9.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58.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58.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58.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58.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58.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58.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58.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56.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58.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2.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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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作用力，产生于任意两物体之间超距辐射的𝐺𝑖
■流和空间膨胀。引力向向破坏惯性并

导致物体在宇宙中具有相对运动。如第十一章所述，引力是一种超距作用，具有量子性和

不可屏蔽性。绝对力（万有斥力）和引力（万有引力）是一对作用力和反作用。 

{
 
 

 
 𝐹𝑔 = −𝑆𝑇𝑉 (

𝑀1𝑀2
𝑅2

)𝑁𝐺 = −𝐺
𝑀1𝑀2
𝑅2

其中，𝐹𝑔 −万有引力，𝑀1、𝑀2 −物体质量，𝑅 −物体间距，

作用方向与𝑅矢径方向相反，𝐺 −引力常数，𝑁𝐺 −恒量力。 }
 
 

 
 

 

15 − 6 式 

证明：见 11.1节。另，恒量力𝑁𝐺和引力常数𝐺均为恒量物理量，考虑等式两边物理单位一

致性，将𝐹𝑔 = −𝑆𝑇𝑉 (
𝑀1𝑀2

𝑅2
)𝑁𝐺进行物理符号还原即得𝐹𝑔 = −𝐺

𝑀1𝑀2

𝑅2
。证毕。 

15.3.2 第一惯性力 

第一惯性力是原作用在物体质量与约化加速度等效质量下的一种物理表现形式。物体

在外力作用下产生加速度且遵循牛顿第二定律𝐹 = 𝑀𝑎。约化加速度等效质量|𝑎|𝑀𝑎与物体

质量发生作用，对物体产生第一惯性力𝐹𝑎，导致物体在非惯性系中产生反向加速度并向向

保持物体原有运动状态。该惯性力𝐹𝑎大小与作用力𝐹相等且方向相反，两者是一对作用力

和反作用力。第一惯性力不是物体之间产生的作用力，而是物体质量和约化加速度等效质

量共同产生的一种力效应，是一种真实力，具有物理实在性。第一惯性力存在于所有物体

之中，伴随物体加速度运动而产生，具有普适性。 

{
  
 

  
 𝐹𝑎 = 𝑆𝑇𝑉 (

𝑀�̃�𝑎

𝑅�̃�
2 )𝑁𝐺 = 𝐺

𝑀�̃�𝑎

𝑅�̃�
2 = −𝑀𝑎

其中，𝐹𝑎 −第一惯性力，𝑀−物体质量，𝑎 −物体加速度，

�̃�𝑎 = |𝑎|𝑀𝑎 −约化加速度等效质量，

𝑅�̃� −加速度约化半径且𝑅�̃� = 𝐿𝐺，𝐹𝑎方向与加速度方向相反。}
  
 

  
 

 

15 − 7 式 

证明：𝐹𝑎 = 𝐺
𝑀�̃�𝑎

𝑅�̃�
2 = −|𝐺|𝑚

3𝑘𝑔−1𝑠−2
|𝑀|𝑘𝑔|𝑎|𝑘𝑔

|𝐿𝐺|
2𝑚2𝑆𝑇𝑉(|𝐺|𝑚2𝑠0)

= −
|𝑎|𝑚𝑠−2|𝑀|𝑘𝑔

𝑆𝑇𝑉(𝑚−1)2𝑆𝑇𝑉(𝑚2)
 

= −|𝑀|𝑘𝑔|𝑎|𝑚𝑠−2 = −𝑀𝑎。即，第一惯性力𝐹𝑎作用于物体M产生反向加速度−𝑎。证毕。 

注：加速度约化半径是约化加速度等效质量“质心”与物体质量质心的距离。 

15.3.3第二惯性力（绝对力或万有斥力） 

第二惯性力（绝对力或万有斥力）是原作用在两个物体质量下的一种物理表现形式。

第二惯性力是物体之间相互施加的排斥力，与其间引力是一对作用力和反作用，两者不分

主次和先后。第二惯性力对物体保持绝对运动状态作出相应贡献。第二惯性力具有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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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47.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44.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2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3.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56.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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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𝐹1,2|| = 𝑆𝑇𝑉 (
𝑀1𝑀2
𝑅2

)𝑁𝐺 = 𝐺
𝑀1𝑀2
𝑅2

其中，||𝐹1,2|| −第二惯性力，𝑀1、𝑀2 −物体质量，𝑅 −物体间距，

作用方向与𝑅矢径方向相同，𝐺 −引力常数，𝑁𝐺 −恒量力。 }
 

 
 

15 − 8 式 

证明：见 3.4 节。另，恒量力𝑁𝐺和万有引力常数𝐺均为恒量物理量，考虑等式两边物理单

位一致性，将||𝐹1,2|| = 𝑆𝑇𝑉 (
𝑀1𝑀2

𝑅2
)𝑁𝐺进行物理符号还原即得||𝐹1,2|| = 𝐺

𝑀1𝑀2

𝑅2
。证毕。 

15.3.4 第一𝐆𝐢
■力 

第一𝐺𝑖
■力是原作用在𝐺𝑖

■质量与镜像质量下的一种物理表现形式，该基本作用力不是

物体之间的作用力，而是镜像宇宙与𝐺𝑖
■之间产生的作用力，该力是一种推力，具有普适性。 

{
 
 
 
 

 
 
 
  ||𝐹𝑔1(𝑖)|| = 𝑆𝑇𝑉 (

𝑀𝑈𝑃(𝑖) × 𝑀𝑔(𝑖)

𝑅𝑈�̃�
2̃

)𝑁𝐺 = 𝐺
𝑀𝑈𝑃(𝑖) × 𝑀𝑔(𝑖)

𝑅𝑈�̃�
2̃

其中，𝐹𝑔1(𝑖) −第一𝐺𝑖
■力，𝑀𝑈𝑃(𝑖) −镜像质量，𝑀𝑔(𝑖) − 𝐺𝑖

■质量，𝐺 −引力常数，

𝑅𝑈�̃� −镜像宇宙约化半径且𝑅𝑈�̃� = √
𝑖

1.0083 × 1093̇
𝐿𝐺，作用方向与𝑅𝑈�̃�矢径方向相同，

宇宙量子数𝑖 = 1,2,3,… , 𝑛, … ,1.0083̇ × 1093；𝑛 = 7.7266 × 1060是今天宇宙常数。 }
 
 
 
 

 
 
 
 

 

15 − 9 式 

证明：||𝐹𝑔1(𝑖)|| = 𝐺
𝑀𝑈𝑃(𝑖)×𝑀𝑔(𝑖)

𝑅𝑈�̃�
2̃

= |𝐺|𝑚3𝑘𝑔−1𝑠−2
(

𝑖

1.0083×1093̇ )𝑀𝐺×
𝑀𝐺
𝑖

(
𝑖

1.0083×1093̇ )𝐿𝐺
2

 

=
1

𝑖

|𝐺||𝑀𝐺|
2

|𝐿𝐺|
2 𝑘𝑔𝑚𝑠−2。对

|𝐺||𝑀𝐺|
2

|𝐿𝐺|
2 进行时空数值分析有𝑆𝑇𝑉 (

|𝐺||𝑀𝐺|
2

|𝐿𝐺|
2 ) = 𝑆𝑇𝑉 (

|𝐺|(|𝐺|−1𝑚−3𝑠2)2

(𝑚−1)2
) =

𝑆𝑇𝑉 (
1

|𝐺|𝑚4𝑠−4
) = |𝑁𝐺|。故有||𝐹𝑔1(𝑖)| = 𝐺

𝑀𝑈𝑃(𝑖)×𝑀𝑔(𝑖)

𝑅𝑈�̃�
2̃

=
|𝑁𝐺|𝑁

𝑖
=

𝑁𝐺

𝑖
。该结果与 2-4 式中第一

𝐺𝑖
■力定义式相同。证毕。注：镜像宇宙约化半径是镜像宇宙与𝐺𝑖

■之间的距离。 

15.3.5 第二𝐆𝐢
■力 

第二𝐺𝑖
■力是原作用在两个𝐺𝑖

■质量下的一种物理表现形式，该基本作用力是相距为恒

量长度两个𝐺𝑖
■之间产生的作用力，该作用力是一种排斥力，具有普适性。 

{
 
 
 

 
 
  ||𝐹𝑔2(𝑖)|| = 𝑆𝑇𝑉) (

𝑀𝑔(𝑖) × 𝑀𝑔(𝑖)

𝑅2
)𝑁𝐺 = 𝐺

𝑀𝑔(𝑖) ×𝑀𝑔(𝑖)

𝑅2

其中， ||𝐹𝑔2(𝑖)|| −第二𝐺𝑖
■力，𝑀𝑔(𝑖) − 𝐺𝑖

■质量，

𝑅 = 𝐿𝐺，作用方向与𝑅矢径方向相同，𝐺 −引力常数，𝑁𝐺 −恒量力，

宇宙量子数𝑖 = 1,2,3,… , 𝑛, … ,1.0083̇ × 1093；𝑛 = 7.7266 × 1060是今天宇宙常数。}
 
 
 

 
 
 

 

15 − 10 式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8.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8.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20.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7.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7.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2.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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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𝐹𝑔2(𝑖) = 𝐺
𝑀𝑔(𝑖)×𝑀𝑔(𝑖)

𝑅2
= |𝐺|𝑚3𝑘𝑔−1𝑠−2

|𝑀𝐺|
2𝑘𝑔2

𝑖2|𝐿𝐺|
2𝑚2=

𝑁

𝑖2

|𝐺||𝑀𝐺|
2

|𝐿𝐺|
2 =

𝑁

𝑖2
|𝑁𝐺|=

𝑁𝐺

𝑖2
。该结果与 2-4

式中第二𝐺𝑖
■力定义式相同。证毕。 

15.3.6 静电力 

两个带电体之间静电力是原作用在一定数量约化库仑等效质量下的物理表现形式。静

电力不是物体之间作用力，而是由特定数量约化库仑等效质量产生的一种力效应。 

{
 
 
 

 
 
 𝐹𝐶 = ±𝑁𝑒1𝑁𝑒2𝑆𝑇𝑉 (

�̃�𝑐�̃�𝑐
𝑅2

)𝑁𝐺 = ±𝑁𝑒1𝑁𝑒2 (𝐺
�̃�𝑐�̃�𝑐

𝑅2
)

其中，𝐹𝐶 −静电力，�̃�𝑐 =
|𝑒|

√4𝜋|𝜖0|
𝑀𝑐 −约化库仑等效质量，𝑀𝑐 −库仑等效质量，

𝑅 −两电荷体间距，𝑁𝑒1、𝑁𝑒2分别表示两电荷体的基本电荷数量，𝐺 −引力常数，,

𝑁𝐺 −恒量力，ϵ0 −真空介电常数，|𝑒| −基本电荷的模值，𝐹𝐶方向由此两电荷体极性决定。}
 
 
 

 
 
 

 

15 − 11 式 

证明：𝐹𝐶 = ±𝑁𝑒1𝑁𝑒2 (𝐺
�̃�𝑐�̃�𝑐

𝑅2
) = ±𝑁𝑒1𝑁𝑒2

|𝑒|2

4𝜋|𝜖0||𝑅|
2
|𝐺|𝑚3𝑘𝑔−1𝑠−2

𝑀𝐶
2

𝑚2  

= ±𝑁𝑒1𝑁𝑒2
|𝑒|2

4𝜋|𝜖0||𝑅|
2
|𝐺|𝑚3𝑘𝑔−1𝑠−2

𝑘𝑔2

|𝐺|𝑚2 = ±𝑁𝑒1𝑁𝑒2
|𝑒|2

4𝜋|𝜖0||𝑅|
2𝑁。该结果与库仑定律计算结果

相同。证毕。 

15.3.7 合力范数作用 

合力范数作用是原作用在任一物体质量和宇宙总质量下的一种物理表现形式。合力范

数作用是宇宙全部物质对任一物体产生的的作用力，该基本力是一种排斥力，具有普适性。

合力范数作用是所有物体保持惯性（绝对运动）和宇宙膨胀的原动力。 

{
  
 

  
 ||𝐹𝑟𝑀(𝑖)|| = 𝑆𝑇𝑉 (

𝑀𝑈(i) ×𝑀

𝑅𝑈(𝑖)2
)𝑁𝐺 = 𝐺

𝑀𝑈(i) × 𝑀

𝑅𝑈(𝑖)2

其中，||𝐹𝑟𝑀(𝑖)|| −合力范数作用，𝑀𝑈(i) −宇宙总质量，𝑀−任一物体质量，

𝑅𝑈(𝑖) −宇宙半径，作用方向与𝑅𝑈(𝑖)矢径方向相同，𝐺 −引力常数，𝑁𝐺 −恒量力，

宇宙量子数𝑖 = 1,2,3,… , 𝑛, … ,1.0083̇ × 1093；𝑛 = 7.7266 × 1060是今天宇宙常数。 }
  
 

  
 

 

15 − 12 式 

证明：||𝐹𝑟𝑀(𝑖)|| = 𝐺
𝑀𝑈(i)×𝑀

𝑅𝑈(𝑖)
2 = |𝐺|𝑚3𝑘𝑔−1𝑠−2

𝑖|𝑀𝐺|𝑘𝑔×𝑁𝑔𝑀
|𝑀𝐺|𝑘𝑔

𝑖

𝑖2|𝐿𝐺|
2𝑚2  

=
𝑁𝑔𝑀

𝑖2
𝑁
|𝐺||𝑀𝐺|

2

|𝐿𝐺|
2 = 𝑁𝑔𝑀

𝑁𝐺

𝑖2
= 𝑁𝑔𝑀 × ||𝐹𝑔2(𝑖)||。该结果与 12-1式结果相同。证毕。 

15.3.8 宇宙第一推力 

宇宙第一推力是原作用在镜像质量与宇宙总质量下的一种物理表现形式。宇宙第一推

力不是物体之间的作用力，而是镜像宇宙对实体化宇宙整体的推动力。宇宙第一推力是实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56.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56.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46.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2.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26.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47.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8.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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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宇宙整体做绝对运动的原动力，具有唯一性。 

{
 
 
 
 

 
 
 
 ||𝐹𝑈(𝑖)|| = 𝑆𝑇𝑉 (

𝑀𝑈𝑃(𝑖) × 𝑀𝑈(𝑖)

𝑅𝑈�̃�
2̃

)𝑁𝐺 = 𝐺
𝑀𝑈𝑃(𝑖) × 𝑀𝑈(𝑖)

𝑅𝑈�̃�
2̃

其中，||𝐹𝑈(𝑖)|| −宇宙第一推力，𝑀𝑈𝑃(i) −镜像质量，𝑀𝑈(i) −宇宙总质量，

𝑅𝑈�̃� −镜像宇宙约化半径且𝑅𝑈�̃� = √
𝑖

1.0083 × 1093̇
𝐿𝐺，𝐺 −引力常数，𝑁𝐺 −恒量力。

宇宙量子数𝑖 = 1,2,3,… , 𝑛, … ,1.0083̇ × 1093；𝑛 = 7.7266 × 1060是今天宇宙常数。 }
 
 
 
 

 
 
 
 

 

15 − 13 式 

证明：||𝐹𝑈(𝑖)|| = 𝐺
𝑀𝑈𝑃(𝑖)×𝑀𝑈(𝑖)

𝑅𝑈�̃�
2̃

= |𝐺|𝑚3𝑘𝑔−1𝑠−2
(

𝑖

1.0083×1093̇ )𝑀𝐺×𝑖𝑀𝐺

(
𝑖

1.0083×1093̇ )𝐿𝐺
2

 

= 𝑖𝑁
|𝐺||𝑀𝐺|

2

|𝐿𝐺|
2 = 𝑖𝑁|𝑁𝐺| = 𝑖𝑁𝐺。因||𝐹𝑔1(𝑖) =

𝑁𝐺

𝑖
，故||𝐹𝑈(𝑖)|| = 𝑖 × 𝑁𝐺 = 𝑖

2 × ||𝐹𝑔1(𝑖)||。该结

果与 9-18式相同。证毕。 

合力范数作用使得所有物体在实体化宇宙内部做绝对运动，宇宙第一推力使得实体化

宇宙整体做绝对运动。由此可见，宇宙第一推动绝非上帝所为，乃镜像宇宙使然。 

基于原作用原理和上述八种基本作用力的统一表述，给出一个待证明推测：弱作用力

和强作用力也服从原作用原理，并由与之相关的质量与质量、质量与等效质量、等效质量

与等效质量之间的作用力所共同形成。 

物理学统一理论应具有更大格局，不仅需要实现对对已知四种基本物理作用的统一描

述，还需要对更加广泛和本质的各种基本物理作用给出统一的物理学描述，还需要获取关

于宇宙诸物理量和普适性宇宙现象的物理学统一解。 

六十一，N-God法则之推论 48：时间的物理实在性 

14.3 时间的物理实在性及其性质 

时间（一维时间）是一种物理实在，物理表征所有过程具有的持续性。时间是组成物

质的物理元素之一。时间由CST 产生并由宇宙全息图像凝聚生成。 

注释：相对于空间，时间比较抽象。人们通常容易理解并接受空间的物理实在性，却

不容易理解甚至否认时间的物理实在性。空间物理表征物质具有的广延性，时间则物理表

征物质变化和运动过程的持续性，或曰，物质变化和运动过程的持续性也要由物理实在给

出物理表征，这种物理实在正是一维时间。 

14.3.1 单位时间𝒔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7.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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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7.416198487095662…× 1042个 CST 累积生成的一维时间总量为一秒（𝑠）。物理

表征7.416198487095662…× 1042个CST 之过程具有的持续性。 

14.3.2 宇宙时刻𝐭𝐆 

一个 CST 产生的一维时间量为一个宇宙时刻，物理表征单一 CST 的持续性。宇宙时

刻等于恒量时间𝑡𝐺 = 1.348399724926…× 10
−43𝑠。宇宙时刻也称为瞬间。 

14.3.3 绝对时间𝐭𝐔(𝐢) 

绝对时间即是宇宙年龄并等于宇宙一维时间总量，物理表征宇宙演化过程具有的持续

性。绝对时间是量子化的，基本份额等于恒量时间。 

{
𝑡𝑈(𝑖) = 𝑖 × 𝑡𝐺

其中，𝑡𝑈(𝑖) −宇宙年龄，𝑡𝐺 −恒量时间，𝑖 −宇宙量子数
} 

14 − 1 式 

14.3.4 固有时间 ∆𝐭𝐔(𝐢) 

固有时间物理表征任一具体过程的持续性。固有时间等于绝对时间增量，也是量子化

的，基本份额等于恒量时间。 

{
∆𝑡𝑈(𝑖) = ∆𝑖 × 𝑡𝐺

其中，∆𝑡𝑈(𝑖) −固有时间，𝑡𝐺 −恒量时间，∆𝑖 −宇宙量子数增数。
} 

14 − 2 式 

14.3.5 相对时间𝐭 

相对时间是观测系统或观察者对固有时间的测量结果而不是固有时间本身。测量结果

依观察者所处物理参照系及其运动状态不同而异，并导致相对时间具有相对性和同时相对

性。相对时间的测量基准目前是 SI 物理单位定义系统对单位时间（秒）的测量性定义： 

“秒是铯-133 原子基态的两个超精细能级之间跃迁的辐射周期的 9192631770 倍的

持续时间，使用物理单位符号𝑠表示”.[1]。 

14.3.6 时间的基本性质 

▲绝对时间有始点也有终点。绝对时间起始量为恒量时间1.3483…× 10−43𝑠，绝对时

间的终止时刻对应于宇宙终结量子态，终止时间等于(1.0083̇ × 1093) × 𝑡𝐺 =

1.3595…× 1050𝑠。 

▲宇宙各处绝对时间相同且等于宇宙年龄；宇宙各处固有时间相同并等于绝对时间增

量；绝对时间和固有时间均具有同时绝对性。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3.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2.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7.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61.html


 94 / 118 

 

▲固有时间是独立于任何测量系统和观察者的物理量。对于给定宇宙量子数增数，固

有时间只有一个确定量值，与观察者在宇宙中位置及其所处物理参照系运动状态无关。 

▲无论采用何种测量方式，对固有时间测量结果均属于相对时间。因相对时间具有同

时相对性，使得对同一固有时间的测量结果依观察者所处物理参照系及其运动状态不同而

异。相对时间精度取决于时间测量基准。基于目前对时间单位的测量基准，对一秒固有时

间量的测量精度为
1

9192631770
𝑠 ≈ 10−10𝑠，而一秒固有时间的客观精度则高达

1.34839972…× 10−43𝑠。随着技术不断进步，人类对时间的测量基准也将随之更新并提

高，将以更高精度实现对固有时间的测量，尽管永远不及绝对时间和固有时间的客观精度-

--恒量时间。 

14.3.7 宇宙钟 

宇宙演化是无限性CST过程中的一个有限过程，宇宙最多且最终具有1.0083̇ × 1093个

CST。是持续性而言，可将无限性CST过程中的这个有限过程具有的持续性比喻为“宇宙

钟”。 

宇宙钟“秒针”对应于宇宙时刻，滴答一下即为一个宇宙时刻𝑡𝐺 = 1.3483…×

10−43𝑠； 

宇宙钟“分针”具有3.1536…× 107个刻度，每一个分针刻度对应一秒。宇宙钟秒针

滴答7.416198487095662…× 1042次，宇宙钟分针走一个刻度； 

宇宙钟“时针”有4.3113…× 1042个刻度，每一时针刻度对应一个地球年。宇宙钟分

针走完一圈，时针走一个刻度。宇宙钟时针走完一圈时对应于宇宙演化终结； 

宇宙钟现在时间是三百三十亿三千六百万地球年，时针指在第3.3036…× 1010个时针

刻度处，宇宙钟时针走了约
1

1032
圈。我们处于的这个宇宙还是一个宇宙婴儿。 

14.3.8 信息对时间的规定性和甚微观时间 

1，CST过程和物质产生及累积过程的持续性𝒊 × 𝒕𝑮 

一个 CST 的持续时间等于𝑡𝐺，𝑖个 CST 过程的持续时间等于𝑖 × 𝑡𝐺 = 𝑡𝑈(𝑖)，该时间量

即是宇宙年龄。在此期间，CST 过程共产生𝑖2 个𝐺𝑖
■ ，每个𝐺𝑖

■ 平均生成时间等于𝐺𝑖
■ 时间

𝑡𝐺

𝑖
 ，

𝑖2个𝐺𝑖
■生成所需时间为𝑖2 ×

𝑡𝐺

𝑖
=𝑖 × 𝑡𝐺。宇宙年龄不仅物理表征 CST 过程的持续性，也是对

物质产生及累积过程之持续性的物理表征，宇宙年龄是一个实在物理量。 

2 ，信息物化过程的持续性𝐭𝐆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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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信息在虚无作用下物化生成实体化存在之过程的持续性由恒量时间物理表征。

CST过程产生一个宇宙信息体，该信息体纯粹由信息组成，组成信息是𝑖个单位信息。根据

UPHY 第三定律，单位宇宙信息在虚无作用下生成宇宙全息图像，其显现并随即凝聚生成𝑖

个Gi
■ ，该过程持续时间等于𝑡𝐺 ；宇宙信息体在虚无作用下物化为镜像宇宙并放大1.0083̇ ×

1093 倍生成实体化宇宙，该过程持续时间等于𝑡𝐺 ；镜像宇宙全同性操作重新生成𝑖
2 −  𝑖 个

𝐺𝑖
■ ，并使得总数量为𝑖2 个𝐺𝑖

■ 保持全同。这是𝐺𝑖
■ 信息升级和重整过程，该过程持续时间也

等于𝑡𝐺。 

3，单位信息和宇宙信息体对𝐭𝐆和𝐢 × 𝐭𝐆的规定性 

单位信息对时间规定量等于虚时间量子
𝑡𝐺

1.0083̇×1093
 ，该规定量物化为镜像时间量子

𝑡𝐺

1.0083̇×1093
 并放大1.0083̇ × 1093 倍生成恒量时间𝑡𝐺 。即，单位信息规定了所有信息物化过程

的持续性；宇宙信息体具有𝑖 个单位信息，对时间规定量等于
𝑖×𝑡𝐺

1.0083̇×1093
 。该规定量在虚无

作用下物化为镜像时间
𝑖×𝑡𝐺

1.0083̇×1093
 并放大1.0083̇ × 1093 倍生成宇宙一维时间总量𝑡𝑈(𝑖) = 𝑖 ×

𝑡𝐺（宇宙年龄）。也即，宇宙信息体规定了宇宙全部物质产生和累积过程的持续性。 

4，甚微观时间量值 

▲恒量时间：𝑡𝐺 = 1.3483…× 10
−43𝑠 ; 

▲引力子时间：𝑡𝑔(𝑖) =
𝑡𝐺

𝑖
且𝑡𝑔(𝑛) =

𝑡𝐺

𝑛
= 0.1745…× 10−103𝑠 ; 

▲虚时间量子 𝑡�⃛� =
𝑡𝐺

1.0083̇×1093
= 1.331…× 10−136𝑠； 

▲镜像时间量子𝑡�⃛� =
𝑡𝐺

1.0083̇×1093
= 1.3371…× 10−136𝑠;  

▲镜像时间𝑡𝑈𝑃(𝑖) =
𝑖×𝑡𝐺

1.0083̇×1093
且𝑡𝑈𝑃(𝑛) =

𝑛×𝑡𝐺

1.0083̇×1093
== 1.0331…× 10−75𝑠。 

六十二，N-God法则之推论 49：普朗克常数的十种物理含义 

2.7 普朗克常数4 6种物理含义 

普朗克常数是一个基本物理常数，首先由德国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于 1900 年在建

立黑体辐射定律过程中通过理论计算而获得，后经物理实验证实。实验测量结果： 

ℎ = 6.62607015 × 10−34𝐽𝑠（该数据摘自NIST,2018.[14]） 

量子力学发现了普朗克常数具有的四种直接性物理含义，反映该物理常数在微观物理

层面中具有的作用。UPHY 发现普朗克常数另外六种直接性物理含义，反映该物理常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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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微观和宇观物理层面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分别讨论如下： 

2.7.1 物理学对普朗克常数直接性物理含义的四种认识 

(1) 粒子总能量与其振动频率之比为常量且等于普朗克常数。 

{

𝐸

𝑣
= ℎ

其中，𝐸 −粒子总能量，𝑣 −粒子振动频率，ℎ −普朗克常数。
} 

2 − 8 式 

(2) 粒子动量与其振动波长之积为常量且等于普朗克常数。 

{
𝑝 × 𝜆 = ℎ

其中，𝑝 −粒子动量，𝜆 −粒子振动波长，ℎ −普朗克常数。
} 

2 − 9 式 

(3) 粒子角动量的基本份额等于约化普朗克常数。即， 

{
ℏ =

ℎ

2𝜋
其中，ℏ −约化普朗克常数(角动量量子)，ℎ −普朗克常数。

} 

2 − 10 式 

(4) 粒子位置和动量之间存在测量不确定性，并由王森堡不确定性原理给出描述：测量

系统中粒子位置不确定量与动量不确定量之积大于或等于普朗克常数与4𝜋之比。 

{
∆𝑥∆𝑝 ≥

ℎ

4𝜋
其中，∆𝑥 −粒子位置不确定量，∆𝑝 −粒子动量不确定量，ℎ −普朗克常数。

} 

2 − 11 式 

2.7.2 UPHY对普朗克常数直接性物理含义的六种认识 

▲普朗克常数的计算方法：根据完备物理常数定理可统一计算普朗克常数、万有引力

常数、玻尔兹曼常数、光速常数、阿伏伽德罗常数、摩尔气体常数、恒量长度、恒量时间、

恒量质量、恒量电流强度、恒量温度等所有属于完备物理常数的基本物理常数。 

▲普朗克常数的理论值ℎ = 6.6194168314572867 × 10−34𝐽𝑠（计算过程见 1.4.2 节） 

▲普朗克常数的六种直接性物理含义： 

根据𝐺𝑖
■21 项物理相关性和宇宙诸物理量统一解【8.8 节】，发现普朗克常数下述 6 种物

理含义： 

(1) 𝐺𝑖
■轨道角动量为恒量且等于普朗克常数。 

{
||𝐿𝑔𝑅(𝑖)|| ≡ ℎ

其中， ||𝐿𝑔𝑅(𝑖)|| − 𝐺𝑖
■轨道角动量，𝑖 −宇宙量子数，ℎ −普朗克常数，

} 

2 − 12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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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𝐺𝑖
■能量与宇宙年龄之积为恒量且等于普朗克常数。 

{
𝑒𝑔(𝑖) × 𝑡𝑈(𝑖) ≡ ℎ

其中，𝑒𝑔(𝑖) − Gi
■能量，𝑡𝑈(𝑖) −宇宙年龄，ℎ −普朗克常数。

} 

2 − 13 式 

(3) 𝐺𝑖
■能量与宇宙膨胀常数【12.5 节】之比为恒量且等于普朗克常数。 

{

𝑒𝑔(𝑖)

𝑍𝑐(𝑖)
≡ ℎ

其中𝑒𝑔(𝑖) − 𝐺𝑖
■能量，𝑍𝑐(𝑖) −宇宙膨胀常数，ℎ −普朗克常数。

} 

2 − 14 式 

(1) 𝐺𝑖
■能量与𝐺𝑖

■频率之比为恒量且等于普朗克常数。 

{

𝑒𝑔(𝑖)

𝑓𝑔(𝑖)
≡ ℎ

其中𝑒𝑔(𝑖)—𝐺𝑖
■能量，𝑓𝑔(𝑖) − 𝐺𝑖

■频率，ℎ −普朗克常数。

} 

2 − 15 式 

(2) 全部𝐺𝑖
■刚体自转角动量范数之和为恒量且等于普朗克常数。 

{
𝑖2 × ||𝐿𝑔𝑟(𝑖)|| ≡ ℎ

其中，||𝐿𝑔𝑟(𝑖)|| − 𝐺𝑖
■刚体自转角动量，𝑖2 − 𝐺𝑖

■总数量，ℎ −普朗克常数。
} 

2 − 16 式 

(3) 宇宙总轨道角动量范数等于𝑖2个普朗克常数。 

{
||𝐿𝑈𝑅(𝑖)|| = 𝑖

2ℎ

其中||𝐿𝑈𝑅(𝑖)|| −宇宙总轨道角动量范数，𝑖
2 − 𝐺𝑖

■总数量，ℎ −普朗克常数。
} 

2 − 17 式 

从本节论述可见，普朗克常数是一个横跨宇宙甚微观、微观和宇观三个物理层面的普

适性物理量常数，也是直接性物理含义最为广泛和丰富的一个基本物理常数。 

六十三，N-God法则之推论 50：物质守恒定律的适用性 

物质守恒定律也具有适用范围并表现为： 

▲物质守恒定律适用于所有具体过程。对于宇宙中任一具体过程，物质守恒定律均成

立，并具体表现为质量守恒、能量守恒、动量守恒、角动量守恒，且物理学对应的守恒定

律均成立。 

▲物质守恒定律不适用于宇宙整体。物质通过 CST 过程产生并累积，其产生速率恒定

且等于0.4045…× 1036𝑘𝑔𝑠−1 ，并使得宇宙物质总量在持续增加，且𝑀𝑈(𝑖) = 𝑖 × 𝑀𝐺 。因此，

宇宙整体上物质不守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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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 整体物质不守恒与其中所有具体过程物质守恒同时成立。宇宙物质总量持续增

加必然导致宇宙中具体过程的总数量也在同时增多，这使得每一个具体过程仍可保持物质

守恒，尽管宇宙整体物质不守恒。 

六十四，N-God法则之推论 51：宇宙边界 

宇宙边界定义：最新产生的宇宙全息图像是宇宙边界。 

定义解释：随着 CST 过程不断进行，实体化宇宙持续增大，余虚虚无量持续减少。最

新产生的一帧宇宙全息图像规定并凝聚生成实体化宇宙的物质最新变化。该帧宇宙全息图

像是实体化宇宙的全息球面包络并构成宇宙边界。该包络之外是宇宙外部的无限量虚无，

也即，宇宙边界之外是无限量虚无。 

 
该定义与宇宙同权性原理具有一致性，即▲对于任一位置 A，实体化宇宙中总存在另

一位置 B，相对于位置 B，位置 A 位于宇宙半径处。即，实体化宇宙中所有位置均位于宇

宙半径处并同时保持它们三维空间位置关系。这种同权性缘于镜像宇宙全同性操作和实体

化宇宙具有的10维时空属性【14.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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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论：所有正在发生的事情均位于宇宙边界。 

注：全息事件是组成所有事情的最基本物理单元。 

六十五，N-God法则之推论 52：宇宙演化结局和目的 

在𝑖 = 𝑁 = 1.0083̇ × 1093 量子态下，宇宙内部的单位虚无将全部耗尽（𝑈𝑛 = 0 ），宇

宙演化随之终结并产生三个最终演化结果。 

根据宇宙本体方程 

∑𝐺𝑗 = 𝑈𝑛 ×∑|𝑀𝐺|𝑠𝑗,𝑗−1
−2

𝑖−1

𝑗=0

𝑖−1

𝑗=0

  

 在𝑖 = 1.0083̇ × 1093量子态下将有 

∑𝐺𝑗 = 0 ×∑|𝑀𝐺|𝑠𝑗,𝑗−1
−2

𝑁−1

𝑗=0

𝑁−1

𝑗=0

= 0 

即，∑𝐺𝑗

𝑁−1

𝑗=0

= 0 

物理含义：在𝑖 = 1.0083̇ × 1093 量子态下，物质世界（宇宙本体）因失去虚无物化和

放大作用而瞬间全部消逝（演化结果一）。同时，宇宙信息体演化成为一个完备信息世界

（演化结果二）：        

                     

{
  
 

  
 𝑂𝑈(𝑁) = ∑|𝑀𝐺|𝑠𝑗,𝑗−1

−2

𝑁−1

𝑗=0

𝑆𝑇𝑉( 𝑂𝑈(𝑁) ) =
𝑁

1.0083̇ × 1093
= 1

其中， 𝑂𝑈(𝑁) −完备信息世界，𝑁 = 1.0083̇ × 10
93。}

  
 

  
 

 

根据太极方程 

𝐺𝑖 = (1 −
𝑖

1.0083̇ × 1093
)𝑈𝑛 +∑𝐺𝑗}|𝑀𝐺|𝑠𝑖,𝑖−1

−2

𝑖−1

𝑗=0

 

在𝑖 = 1.0083̇ × 1093量子态下将有 

               𝐺𝑁 → {(1 − 1)0 + 0}|𝑀𝐺|𝑠𝑁,𝑁−1
−2  

即，𝐺𝑁 → |𝑀𝐺|𝑠𝑁,𝑁−1
−2 。 

物理含义：第1.0083̇ × 1093 个完备时空破裂，溢出一个宇宙信息|𝑀𝐺|𝑠𝑁,𝑁−1
−2  并将作为

下一个接续宇宙的物理起源（演化结果三）。 

我们处于的宇宙始于一个初始信息和单位虚无，通过CST 过程不断将单位虚无逐步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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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宇宙信息，最终形成一个具有1.0083̇ × 1093 个单位信息的完备信息世界。该完备信息

世界与其外部虚无完全隔绝并永存于客观之中。这正是宇宙演化之目的。 

六十六，N-God法则之推论 53：自然上帝的进化 

自然上帝通过其所设计的完备时空过程（CST过程）不断地丰富自身并持续进化，物

理表现为所含单位信息数量在持续增加，内涵宇宙信息在持续增多，时空数值在增大。 

自然上帝初始态---初始信息： 

{
  
 

  
 𝑂𝑈(1) =∑|𝑀𝐺|𝑠𝑗,𝑗−1

−2

1−1

𝑗=0

= |𝑀𝐺|𝑠0,−1
−2

𝑆𝑇𝑉( 𝑂𝑈(1) ) =
1

1.0083̇ × 1093
= 0.99173…× 10−93

其中，|𝑀𝐺|𝑠0,−1
−2 表示初始信息。 }

  
 

  
 

 

自然上帝任一态： 

{
 
 
 

 
 
 

𝑂𝑈(𝑖) =∑|𝑀𝐺|𝑠𝑗,𝑗−1
−2

𝑖−1

𝑗=0

𝑆𝑇𝑉( 𝑂𝑈(𝑖) ) =
𝑖

1.0083̇ × 1093

其中，|𝑀𝐺|𝑠𝑗,𝑗−1
−2 表示第 j 个 CST 的单位信息，

𝑖 = 1,2,3,… , 𝑛,… ,1.0083̇ × 1093是宇宙量子数。}
 
 
 

 
 
 

 

自然上帝今天态： 

{
 
 
 

 
 
 𝑂𝑈(𝑛) = ∑|𝑀𝐺|𝑠𝑗,𝑗−1

−2

𝑛−1

𝑗=0

𝑆𝑇𝑉( 𝑂𝑈(𝑛) ) =
𝑛

1.0083̇ × 1093
= 7.6627 × 10−33

其中|𝑀𝐺|𝑠𝑗,𝑗−1
−2 表示第 j 个 CST 的单位信息，

𝑛 = 7.7266 × 1060是今天宇宙常数。 }
 
 
 

 
 
 

 

自然上帝终态---完备信息世界： 

{
 
 
 

 
 
 𝑂𝑈(𝑁) = ∑|𝑀𝐺|𝑠𝑗,𝑗−1

−2

𝑁−1

𝑗=0

𝑆𝑇𝑉( 𝑂𝑈(𝑁) ) =
𝑁

1.0083̇ × 1093
= 1

其中|𝑀𝐺|𝑠𝑗,𝑗−1
−2 表示第 j 个 CST 的单位信息，

其中，𝑁表示最大宇宙量子数且𝑁 = 1.0083̇ × 1093。}
 
 
 

 
 
 

 

     自然上帝的进化过程规定了宇宙的演化过程。或曰，宇宙演化过程是将自然上帝诸信

息规定进行实体化化和物质化的自然过程。自然上帝通过宇宙演化将自身从一个初始信息

最终进化为一个具有1.0083̇ × 1093个单位信息的完备信息世界。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9.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9.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9.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9.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17.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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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  物理元素周期表 

16.1  物理元素周期表简介 

物理元素周期表不是化学元素周期表，物理元素也不是化学元素。化学元素本身是物

质，物理元素则是组成物质的物理组分。根据物理量多维时空结构并以维空间维数和维时

间维数作为变化周期，对所有已知和未知物理元素进行统计汇编构成物理元素周期表，共

计编入 460 虚个物理元素。物理元素周期表由十三个子周期表组成，其中十二个子周期表

是规则系数周期表，第十三周期表是不规则系数周期表且分为 A、B 两个部分。物理元素

周期表直观显示出所有已知物理元素之间、已知物理元素与未知物理元素之间的物理关系，

即物理元素比邻关系。根据物理元素比邻关系可预测新的物理元素，也有助于发现已知物

理元素之间的未知物理关系。物质是由各种物理元素共同凝聚生成的一种实体化存在，因

而物理元素周期表揭示出物质具有的更丰富物理内涵。 

在物理元素周期表中，所有物理元素的统一描述格式为： 

{
 
 
 

 
 
 

元素序号𝑁𝑜.

元素的时空组态𝑆𝑇𝐶(𝐷𝑖𝑚𝐴) = 𝐵𝑚𝑎𝑠−𝑏

元素的时空数值𝑆𝑇𝑉(𝐷𝑖𝑚𝐴)

元素对应的恒量物理量𝐴𝐺 =
1

𝑆𝑇𝑉(𝐷𝑖𝑚𝐴)
𝐷𝑖𝑚𝐴

物理单位名称

物理单位符号𝐷𝑖𝑚𝐴 }
 
 
 

 
 
 

 

例如，质量元素表述为

{
 
 

 
 

𝑁𝑜. 16
|𝐺|𝑚3𝑠−2

1.83̇ × 107

0. 5̇4̇ × 10−7𝑘𝑔

质量
𝑘𝑔 }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55.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1.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2.html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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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物理元素的四种比邻关系 

物理元素周期表直观显示出相邻物理元素之间的物理关系，即物理元素的比邻关系。。

物理元素比邻关系有四种：𝑚+比邻关系、𝑚−比邻关系、𝑠+比邻关系、𝑠−比邻关系。 

▲𝑚+比邻关系：一个物理元素较相邻物理元素增加一个维空间维度，即该物理元素与

单位一维空间作用生成另一个物理元素。例如（参见16.3节第一和第五周期表，下同。）， 

No.23 动量元素|𝐺|𝑚4𝑠−3与一维空间作用生成No.24 角动量元素|𝐺|𝑚5𝑠−3； 

No.157 电荷密度元素√|𝐺|𝑚0𝑠−2与一维空间作用生成No.158 电场强度元素√|𝐺|𝑚1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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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6 质量元素|𝐺|𝑚3𝑠−2与一维空间作用应生成No.17 未知元素|𝐺|𝑚4𝑠−2； 

No.151 磁感应强度元素√|𝐺|𝑚1𝑠−1与一维空间作用应生成No.152 未知元素√|𝐺|𝑚1𝑠−1。 

▲𝑚−比邻关系：一个物理元素较相邻物理元素减少一个维空间维度，即该物理元素的

一维空间变化率生成另一物理要元素。例如， 

No.28 表面张力元素|𝐺|𝑚3𝑠−4的一维空间变化率生成No.27 压强元素|𝐺|𝑚2𝑠−4； 

No.159 电压元素√|𝐺|𝑚2𝑠−2的一维空间变化率生成No.158 电场强度元素 21|| −smG ； 

No.16 质量元素|𝐺|𝑚3𝑠−2的一维空间变化率应生成No.15 未知元素|𝐺|𝑚2𝑠−2； 

No.153 磁通量元素√|𝐺|𝑚2𝑠−1的一维空间变化率应生成No.152 未知元素√|𝐺|𝑚1𝑠−1。 

▲𝑠+ 比邻关系：一个物理元素较相邻物理元素减少一个维时间维度，即该物理元素与

单位时间作用生成另一个物理元素。例如， 

No.29 力元素|𝐺|𝑚4𝑠−4与一维时间作用生成No.23 动量元素|𝐺|𝑚4𝑠−3； 

No.157 电荷密度元素√|𝐺|𝑚0𝑠−2与一维时间作用生成 No.151 磁感应强度元素√|𝐺|𝑚0𝑠−1； 

No.16 质量元素|𝐺|𝑚3𝑠−2与一维时间作用应生成No.10 未知元素|𝐺|𝑚3𝑠−1； 

No.158 电场强度元素√|𝐺|𝑚1𝑠−2与一维时间作用应生成No.152 未知元素√|𝐺|𝑚1𝑠−1。 

▲𝑠− 比邻关系：一个物理元素较相邻物理元素增加一个维时间维度，即该物理元素的

时间变化率生成另一物理元素。例如， 

No.16 质量元素|𝐺|𝑚3𝑠−2的时间变化率生成No.22 自然摩尔能元素|𝐺|𝑚3𝑠−3； 

No.158 电场强度元素√|𝐺|𝑚1𝑠−2的时间变化率生成No.164 电流密度元素√|𝐺|𝑚1𝑠−3； 

No.13 质量密度元素|𝐺|𝑚0𝑠−2的时间变化率应生成No.19 未知元素|𝐺|𝑚0𝑠−3； 

No.165 磁场强度元素√|𝐺|𝑚2𝑠−3的时间变化率应生成No.171 未知元素√|𝐺|𝑚1𝑠−4。 

附录二  N-God 第三方程推导 

        根据宇宙本体方程∑𝐺𝑗 = 𝑈𝑛 ×∑|𝑀𝐺|𝑠𝑗,𝑗−1
−2

𝑖−1

𝑗=0

𝑖−1

𝑗=0

和𝑆𝑇𝑉(∑𝐺𝑗

𝑖−1

𝑗=0

) = 𝑖，有 

𝑆𝑇𝑉{∑|𝑀𝐺|𝑠𝑗,𝑗−1
−2 }

𝑖−1

𝑗=0

= (
𝑖

𝑆𝑇𝑉(𝑈𝑛)
)，将其代入 N− God 第二方程可得： 

𝐴𝑈𝑃(𝑖) = 𝛽𝐴𝑖
𝑑−1𝑆𝑇𝑉(∑|𝑀𝐺|𝑠𝑗,𝑗−1

−2

𝑖−1

𝑗=0

)𝐴𝐺 = 𝛽𝐴𝑖
𝑑−1 (

𝑖

𝑆𝑇𝑉(𝑈𝑛)
)𝐴𝐺。 

        令𝐴𝑈(𝑖) = 𝑆𝑇𝑉(𝑈𝑛)𝐴𝑈𝑃(𝑖)，即得 𝐴𝑈(𝑖) = 𝛽𝐴𝑖
𝑑𝐴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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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对自然上帝的物理学认识有助于哲学理论实现统一。哲学应搁置唯物论与唯心论之间

的长期对峙，转向寻求两者统一并统一于自然上帝。 

自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创建至今已经过去一百多年，物理学基础理论在此期间没有发生

实质性和革命性进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已有物理学理论所依赖的基础物理概念的逻辑

深度在制约着基础物理学理论实现突破性发展。物理学理论体系基础概念的逻辑深度根本

上制约着建筑于其上的物理学理论对宇宙的最大认知范围，而 SI 物理单位定义系统缺乏对

物理量共性属性的认识，这种逻辑缺陷使得所有已有理学理论无法触及宇宙更深层和更本

质的物理实在，并导致物理学基础理论发展停滞于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而难以突破。物理学

基础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革命性进展需要首先实现对 SI 物理单位定义系统的完备化建设，

这也正是米秒单位制（MS制）的物理学进步意义所在。 

物理学是量化和实证科学，也是一个开放性理论系统，随时欢迎任何创新理论加入，

但门槛很高。创新物理学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不以任何已有理论作为判定标准，不以任何

审稿人持有的哲学主义和理论观点作为评判标准，否则物理学创新发展便无从谈起。物理

学创新理论只需同时满足逻辑自洽性、兼容性、结论实证性此三项要求即可也理应被科学

界接纳。自洽性即是创新理论可自圆其说，其自身逻辑不矛盾；兼容性系指创新理论与物

理学基本定律相容且不能由这些基本定律演绎得出，自身的所有结论相互兼容并互相印证；

结论实证性则是创新理论所述结论与已有物理实验和天文观测结果具有一致符合性，乃至

可以给出理论预测供物理实验和天文观测进行验证。 

数学在理论物理学中享有重要地位并具有两大作用：量化表达物理学思想；对物理学

思想内涵进行逻辑挖掘。然而，数学尚不是理论物理学的灵魂。理论物理学灵魂是先进和

正确的原创性物理学思想。理论物理学如果没有了灵魂，便退回到纯数学演绎。 

理论物理学庞大数学阵容和以往巨大成功使得西方科学界产生了一种以数学为先导引

https://www.baidu.com/?tn=15007414_13_dg
http://www.ultra-physics.com/uphyshow/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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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理论物理学发展，并将理论物理学数学化的学术思潮，以致于出现一种极的性观点：

“理论物理学前沿课题的解决必须配置偏微分方程、微分何何、拓扑等高等数学，而用初

等数学作为描述工具的理论物理学理论是不可想象的，也是没用的。”这种以数学形式高

低作为物理学理论有效性和真理性判据的观点显然是片面的。关于物理学原理和数学之间

的关系，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普朗克教授曾给出一个论断：普适性越大的物理学原理，其数

学表述越简单。UPHY理论探索实践再次证明了这个正确论断。 

先进、正确、高贵和天赐般的原创性物理学思想只要求适合的数学配置，或高等数学

或初等数学，或两者兼而有之，高等数学绝非唯一配置。我们不能以数学形式高低去判定

一个创新物理学理论科学价值的大小，而应首先查看其原创性思想具有的物理学分量是否

足够重，其次查看这个物理学思想的数学描述是否自洽和正确，给出的结论与物理实验和

天文观测结果是否具有一致符合性，乃至能否给出理论预测供物理实验和天文观测进行验

证。如果皆是，这样的创新理论是是理论物理学的阳春白雪。 

以往近四百年间，西方人创建的近代自然科学和现代自然科学极大推动了人类文明进

步和发展。这是西方人的骄傲，也是全人类的骄傲。物理学家应有更加开阔哲学视野，以

把握物理学发展更大格局。物理学统一理论不仅在于实现对已知四种基本作用的统一描述，

还需要获取关于宇宙诸物理量、更加基础的物理作用、更广泛的普适性现象和宇宙本原的

物理学统一解。 

春天是鲜花盛开的季节。物理学创新理论是一枝报春花，必会引来科学春天里百花绽

放，物理学又一个春天已经降临。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春花秋实。物理学创新理论与物理

实验同样引领物理学持续性发展，也必会带来物理学新发现之硕果累累。 

Now it is our turn, Chinese turn! 

-----全文完。 

完稿于 2025 年 4月 21日，大连。 


